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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省（区、市） 浙江省团校

案例题目 团杭州西湖区委创新时间银行

案例简介

2021 年 12 月，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蒋村街道府苑社区入选浙江省第四批未来社区

创建。团西湖区委抓住未来社区建设契机，与蒋村街道紧密合作，充分利用坐拥西溪

国家湿地公园、社区公共资源丰富、配套设施齐全的区位优势，开展未来社区创建工

作试点，以邻里场景为重要切入点，在数字“底座”基础上架设“时间银行”等志愿

服务应用模块，多场景构建未来社区邻里互助新格局，为辖区居民提供志愿互助新模

式。

案例创新点

“时间银行”在国内外已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其核心理念就是用 1 小时对他人的

服务换取 1 小时被他人服务，将时间作为一种虚拟货币，实现现时服务与未来服务的

“等价”互换。团西湖区委引入“时间银行”的发展理念，嵌入未来社区发展，提出

“时间互易、服务互置、数字互动”的运作方式，升级“时间银行”，实现从养老服

务向全面服务转型，打造社区服务全景模式。

1.理念与关系的重塑

在未来社区邻里场景的顶层设计中，府苑社区突破了“时间银行”以“养老+志

愿”的传统模式，提倡社区居民无差别参与，所有的社区居民都可以成为志愿者，同

时也是被帮助的对象。主要以户为单位，通过对时间的存储、流转、兑换，将单方面

的给予变成双向的互动，从“你需要我”变成“我们需要彼此”，进而形成一种在合

理制度框架下的刚性链接，最大范围地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邻里帮扶、社群

活动的积极性，改善交往关系，重建社会资本，营造“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温馨美

好的氛围，落实美好生活理念。

2.服务与场景的创新



府苑社区作为杭州主城区内一个拥有近2000户居民、常住人口超5000人的老小区，

职业身份多元，年龄分布平均，社区内幼儿园、小学、社区卫生服务站、“嵌入式”

养老院、公交车站、文化家园以及农贸市场等配套资源丰富。因此，软环境的提升，

邻里、服务、治理成为建设的重点。团西湖区委引入“时间银行”的志愿服务运作模

式，依托府苑数字生活社区平台的数字“底座”，以及“志愿西湖”数字化改革应用

场景，架设“时间银行”场景模块，自创“6+X”特色应用场景：“接送帮”上下学爱

心接送，“托管帮”孩童看护，“辅导帮”功课辅导，“快递帮”顺路代取快递，“陪

护帮”老人陪伴，“宠爱帮”短期照料爱宠；“X”即“志愿帮”，根据居民特长自主

申报，是对其他类型的志愿服务内容进行补充，精准满足居民日常需求，以居民实实

在在的生活需求建构社区志愿服务在场性。社区居民只要将自己的需求在平台上进行

发布，居民看到后，视自身情况接单。

这种模式，以养老服务作为切入，扩展到整个社区层面的互相服务，将“时间银

行”积分与接送服务、托管服务、陪护服务、宠爱服务等其他服务积分衔接，实现项

目互通，能够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加入，很好地解决了社区志愿服务老龄化难题，使时

间积分在社区居民的互助中得到循环。而这种多元场景的服务模式，也并非一成不变，

通过大数据分析，将会使高频需求成为可积分项目，低频需求为居民日常生活的互帮

习惯，形成日渐完善的以需求为指向的精准服务场景。

3.数智与效能的提升

开放共享的数智化平台是“时间银行”发展的基础。蒋村街道打通府苑社区智能

化平台和西湖区“志愿西湖”两大门户，设置“时间银行”府苑专区，构建以志愿服

务指标体系和以数据呈现、发布定位、响应情况等为核心的管理模块。通过各项数据

的实时动态统计与可视化分析，完成精准化的需求对接和服务响应零延迟。同时，建

立家庭积分模式，个人银行积分可为家庭成员兑换服务或交互为“志愿汇”益币，以

“服务+实物”的方式，在时间覆盖范围内通存通兑。并将商家、超市、物业等都纳入

积分体系，从物质到精神明确志愿者礼遇。在信息安全方面，通过限定居民参与志愿

服务身份、主动推送服务活动提醒、为志愿者提供免费保险、服务接单影像留存等举

措，全面提升志愿服务安全等级。



案例效果说明

一、“时间银行”的实践价值

1.突破了国内仅限于居家养老领域的“时间银行”传统模式，将其提升到社区全

生活链的服务。参与主体也从社区志愿者，扩大到社区全体居民和社区商家联盟。运

行 10 个月来，已有 1876 名居民完成“时间银行”用户注册，服务接单 16430 余条。

2.确立了规范化服务流程。府苑社区“时间银行”依托社区数字化平台，快捷对接

服务需求，建立了相对合理的时间积分体系和趋于标准化的工作流程，有效实现线上

线下双邻里服务。

3.优化了时间币兑换机制。在“志愿时”兑换基础上，叠加了邻里互助“服务时”，

以时间币的形式，畅通了积分和服务、积分与产品之间的兑换渠道。

二、可借鉴模式

府苑社区“时间银行”在社区志愿服务的实践中为我们提供了可学习和借鉴的模

式和样板。下一步可从若干领域提档升级，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标准化“时间银行”模

式。

1.进一步明确“时间银行”在未来社区建设中的定位。优化后的“时间银行”需要

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各类组织和居民广泛参与的未来社区共建工作格局，明确

共建路径和共建机制，实现与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社区物业等社

区工作的有效对接。以系统化的“时间银行”运营模式，实现社区服务需求全覆盖、

服务人群全覆盖、服务响应零延迟的全生活链互助服务目标。

2.统筹建立政府主导的系统性制度。将“时间银行”纳入社会建设目标体系中，从

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角度进行顶层设计。一是在立法层面给予“时间银行”法定

地位和明确的责任权利；二是从制度上明确政府主导责任，建立职能部门牵头工作机

制；三是建立统一的“时间银行”信息管理平台，真正实现数据共享、信息互通和服

务相容；四是建立“时间银行”的政府信用背书制度，制定服务标准体系，细化“通

存通兑”实施细则；五是建立长效资金保障制度，设立“时间银行”的专项基金等。

3.健全完善时间币积分兑换机制。可依据商业银行的建设逻辑，一是创新服务积分

机制，扩充时间币总量，在原有志愿服务积分的基础上，增加社区内知识技能共享积



分、绿色生活积分、公益帮扶积分、贡献积分、声望积分等多样化积分内容，增加时

间币的总量，扩大“时间银行”的储蓄基础。二是明确时间币兑换标准，在坚持时间

币是一种量化的激励而非等价回报的原则下，制定科学合理的分类标准，确定服务的

指导“价格”细则，畅通以时间币作为度量手段的积分和服务互换机制，实现积分充

分衔接和融合。三是建立时间币畅通机制，将“时间银行”的数据开放到政府公共信

息平台，纳入社会信用评价体系，增加时间币的权威性；建立时间币的“通存通兑”

机制，发挥时间币的乘数作用，实现时间币在全国范围的有效快捷兑换；建立时间币

的风险管控机制，稳定时间币的长期价值，巩固“时间银行”的运作模式。

案例呈现

2022 年 1 月 20 日中国青年报六版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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