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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老龄化理论是 21世纪人口老龄化的政

策框架以及国际社会和各国应对老龄化问题的

指导方针［1］，为开发老年人的人力资源提供了理

论基础［2］。我国正面对严峻的老龄化社会挑战。

在退休年龄方面，我国平均退休年龄不足 55岁，远

低于其他老龄化社会国家。尽管我国大量退休的

低龄老年人仍有旺盛的精力和充足的时间，但退

休人口重返劳动力市场的全球新趋势尚未在我国

显现。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我国老年人的就业率

一直较低并持续下滑，远低于国际经合组织

（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3］。因而，我国对老年人

力资源的开发还需另辟蹊径。

随着对老龄化带来的养老负担、养老人力资源

短缺等问题的研究增多，在养老领域中发挥老年人

力资源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低成本解决养老问题的

重要途径［4-5］。时间银行作为一种互助养老模式，有

利于开发低龄老人的人力资源，一定程度上降低国

家、社会和家庭的养老成本。时间银行广义上指志

愿者参加志愿活动并为自己以后享受志愿服务积

累时长；狭义上指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提供服务，

待自己年老时可享受他人同等时长的服务。对老

年人参与“时间银行”养老服务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展开研究，是时间银行养老服务能够实现养老功

能、发挥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以及低成本战略应对人

口老龄化目标的前提。因此，对老年人参与时间银

行养老服务的意愿及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具有必要

性和重要性。

一、资料和方法

（一）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参与者主要来自广东省的深圳、广

州、东莞、佛山和惠州。这5个城市是广东省经济和

社会发展程度最好的城市，也是开放程度最高的城

市。考虑到时间银行的主要参与主体为退休老人，

基于扎根理论的时间银行养老模式参与意愿的
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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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定退休年龄是男性满 60周岁、女性干部满

55周岁、女性工人满50周岁，为照顾到不同人群，纳

入访谈的对象为 50岁以上老年人。根据世界卫生

组织对老年人划分的标准，60~74岁属于年轻的

老年人，超过 74岁属于高龄的老年人，本研究以

74岁为分界把老年人划分为初老和高龄。确定受

访者时尽可能涵盖各个年龄阶段以保障结果的全

面性和代表性。本研究获得了所有受访者的知情

同意。

在研究开始前，选取了 6位老人（初老 3人，高

龄3人）围绕参与时间银行这一主题进行了预访谈，

在预访谈结果、文献阅读和小组讨论的基础上，拟

定正式访谈提纲。访谈提纲包括老人基本信息、作

为服务提供者参与时间银行的意愿、作为被服务者

参与时间银行的意愿，以及对时间银行发展的看法

和期待等。

考虑到部分老人对时间银行知晓率低，本研究

准备了时间银行介绍文本和视频，在正式访谈前先

向老人对时间银行运作模式进行详细介绍。访谈

持续 30~60分钟，整个访谈过程在经过受访人同意

后进行录音。当发现访谈中不再有新的、重要的信

息出现时就认为达到了理论饱和，终止访谈［6-7］。最

终访谈对象为50人，并得到一份8万字左右的原始

访谈记录。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择了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8］，

扎根理论是由 Barney Glaser 和 Anselm Strauss 在
1960年共同创立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直接从调

查资料中进行经验概括，最终提升为理论［9］。本

研究的目的是探寻老人对时间银行参与意愿的

影响因素并构建影响机制模型，扎根理论适合从

数量庞大的基础资料中发现影响某一问题的几

类因素，并探寻变量间因果关系［10］，因而本研究

采用此方法。数据收集从 2021 年 10 月持续到

2022年 2月。

访谈录音在 24小时内被转录，采用扎根理论

进行编码。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

编码三层编码对原始数据进行抽象化、概念化的

分析［11］，从中提炼出概念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构

建理论。

二、访谈分析

（一）基本情况

本次采访共访谈了50位老人，其中初老21位，

高龄29位。访谈发现时间银行知晓率较低，50位老

人中仅有7位听说过时间银行。时间银行的参与意

愿较高，接受意愿高于提供意愿，受访者中 31位
（62%）愿意提供服务，34位（68%）愿意接受服务。

70%的受访者表示看好时间银行的发展（表 1）。
综合接受服务意愿、提供服务意愿以及对时间银

行未来发展的看法，时间银行在老年人中推广具

有可行性。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统计

统计项/分类

性别

年龄

地区

教育程度

居住方式

健康状况

子女数量

知晓情况

提供意愿

接受意愿

看法与态度

男

女

50~74岁
74岁以上

惠州

广州

深圳

佛山

东莞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专科

本科及以上

独居

与伴侣同住

与子女同住

与伴侣、子女同住

其他

好

一般

差

1个
2个
3个
4个及以上

听说过

未听说过

愿意

不愿意

愿意

不愿意

看好

中立态度

不看好

人数

23
27

29
21

10
6
9

11
14

19
14
6
5
6

7
10
17
11
5

20
22
8

8
19
16
7

7
43

31
19

34
16

35
6
9

占比（%）

46
54

58
42

20
12
18
22
28

38
28
12
10
12

14
20
34
22
10

40
44
16

16
38
32
14

14
86

62
38

68
32

70
1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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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放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指对获取的原始资料中的语句

和片段进行逐一的分析编码，再对初始概念进行归

类实现范畴化提取［12］。本研究首先对收集的原始

访谈文本逐字逐句地提取重要信息，进行概念化处

理得到有效概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概念之

间的关联，进行合并抽象构建范畴。通过对访谈文

本扎根理论抽象分析共得到60个有效概念，从中合

并出15个范畴，见表2。

范畴

B1提供内容

B2提供服务者

B3服务对象

B4服务机制

B5政府宣传

B6生活满意度

B7个人因素

B8家庭因素

B9经济因素

B10参与渠道

B11服务机制保障性

B12社会发展趋势

B13时间银行效益

B14人际交往规范

B15伦理道德

概念

A1服务质量，A2自身服务擅长性，A3服务容易度

A4服务者专业度，A5服务态度，A6服务者信赖度，A7服务者亲和度，A8服务者精力，A9服务者可及性

A10服务对象自理能力，A11服务对象年龄，A12服务对象住所，A13服务对象需求，A14服务对象亲和度

A15服务及时性，A16服务全面性，A17服务时间灵活性，A18服务平台，A19服务可替代性

A20社工推广，A21宣传普及

A22休闲娱乐，A23孤独感，A24养老焦虑

A25年龄，A26身体因素，A27个人需要，A28个人喜好，A29时间因素，A30能力因素

A31子女可及性，A32子女支持

A33养老服务花费，A34经济保障

A35参与方式畅通，A36银行可及性

A37信任度，A38机制落实，A39通存通兑，A40可持续发展，A41监管有效，A42安全隐患，A43服务对等性

A44老龄化趋势，A45政府公信力，A46公民素质

A47互帮互助，A48减轻负担，A49身心健康，A50自我提升，A51社会交往，A52社会参与，A53志愿参

与积极性，A54养老保障

A55传统尊老思想，A56传统孝道思想，A57当地公众接受度，A58人际交往尴尬

A59社会贡献，A60传统美德

表2 开放编码过程

（三）轴心编码

轴心编码主要是建立编码之间的关联，需要对

目前概括出的范畴之间的深层关系进行挖掘，建立

范畴之间的范畴—子范畴、因果关系及时间先后关

系等［13］。本研究在对范畴进行分析和串联的基础

上注重逻辑和层次关系归纳了主范畴概念，为最终

的选择性编码做好理论筛选。再次归纳总结了5个
核心范畴：时间银行认知、情感价值、主观规范、个

人需求和参与机制。这5个核心范畴可以完善地解

释时间银行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作用过程，见表3。

主范畴

C1时间银行

认知

C2个人需求

C3参与渠道

C4行为态度

C5主观规范

范畴

B1服务内容，B2提供服务者，B3服务对象，B4服务机制，

B5政府宣传

B6生活满意度，B7个人因素，B8家庭因素，B9经济因素

B10参与渠道

B11服务机制保障性，B12社会发展趋势，B13时间银行效益

B14人际交往规范，B15伦理道德

解释

对时间银行的知晓和了解

在特定环境下产生对时间银行参与的欲望

个体参与时间银行的途径和平台

在既定环境下对时间银行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倾向

个体觉得应该或者不应该执行特定行为的信念

表3 轴心编码过程

（四）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需要挖掘核心类别，以“故事情节”

的形式描述核心范畴和主要范畴之间的关系，从而

形成对研究问题的全面解释，即实现最终的理论构

建［14］。在分析过程中，随着新数据的收集和理论化

的进行，数据、概念和类别会在开放、轴心和选择性

编码之间来回比较［15］。本研究在反复比较与提炼

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核心范畴，并构建了影响机制

模型。

（五）理论饱和检验

扎根理论中的理论饱和度检验是指在完成整

个理论模型构建后无法获得额外数据以归纳新的

范畴，确保不再有新的理论出现，即达到理论饱

和。本研究在构建影响因素模型之后再次开展了

深入访谈，收集了 5 份资料以进行理论饱和度检

验，发现没有新的范畴及新的逻辑关系，因此可以

认为本研究构建的模型具有适当的理论饱和度。

三、模型阐述

本文在编码的基础上最终建立了时间银行参

与意愿的影响机制模型。研究构建的影响因素模

型基于认知—态度—行为意愿理论逻辑，即个体对

事物的认知将会决定态度，态度再进一步形成行为

意愿［16］。首先，认知是指人类从外部事物中认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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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加工的过程。其次，态度是人们基于自己的价值

观和道德观而产生的判断和行为倾向［17］。最后，基于

认知进而产生相应的态度，从而影响到行为。在此基

础上由于时间银行参与的特殊性，本研究将个人需求

也纳入了模型构建。即老人在时间银行参与的过程

中经历了认知、产生态度、需求识别及参与四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会影响老人的参与意愿，且四个阶段相互

连贯形成一个闭环，其影响过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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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时间银行参与意愿模型

（一）“认知—态度”过程

认知包括知晓度和了解度两个部分，由于认知

的不同，老人会产生对时间银行不同的看法，进而

形成态度［18］。

1. 知晓度

知晓是参与时间银行的首要前提，本次调查发

现只有少数受访者知晓时间银行，且参与度很低。

究其原因在于缺乏政府宣传和推广，仅靠部分社区

推广影响力非常有限。由于时间银行的重要特点

和优势之一，是基于社会交换理论而设计的回馈机

制，因此时间银行的低知晓率还容易动摇受访者对

这一回馈机制的信任。一位受访者拒绝参与。“我

从来没有听说过时间银行，这意味着它还没有发展

起来，如果记录我的服务时间的组织将来不能坚持

下去，我的志愿服务时间就会变得毫无用处。”

政府公信力对于时间银行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多数受访者期待政府推广，且表示对社工信

任，这反映出近年来社工工作的成效。“我觉得对于

社工、护工来说在这方面会更加细心体贴一点，服

务会更加专业一点，毕竟他们是专门做志愿和护理

的，我放心。”（n42，74岁，男）

2. 了解度

了解度主要指老人对时间银行运营机制的了

解程度及对其机制的看法。广东省最早在 1999年
就已出现了时间银行机构并开始了试点探索，2019
年广州公益时间银行平台上线，然而目前参与人数

还非常有限，老人对其运作机制知之甚少，且对其

运作模式易产生防备及不信任。在服务内容上，大

多数老人愿意提供和接受的服务内容都比较简单，

而对专业性的服务选择率很低。对于服务提供者

来说，受访者担心自己不具备专业技能，容易引起

不必要的纠纷；而对于服务接受者来说，购买专业

服务更为放心，部分受访者表现出较为强烈的防备

心理，不接受陌生人进入自己家。此外性别是大多

数女性受访者考虑的重要因素，她们倾向于选择女

性服务者，一方面是认为女性在提供服务方面更有

经验，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性别可能带来的便利性和

安全性。男性受访者则不太关注性别。

（二）“态度—需求”过程

对时间银行的态度包括情感价值和主观规范

两部分。在形成不同的态度之后，老人会对是否要

参与这项服务产生判断［19］。

1. 情感价值

情感价值指老人对时间银行运行机制的看法

以及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分析。无论对于服务提供

者还是接受者来说时间银行能带来的好处都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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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中的主要促进因素，他们主要看重的就是时间

银行能减轻自身和子女的养老压力，带来更多的养

老选择，以及更完备的养老服务。此外，老人也十

分关注参与时间银行过程中能够扩大自身的社会

参与，以及从中获得的成就感。“当义工既能做好事

消磨时间，又能积累时长，等以后我行动不便的时

候有人能帮我。这种模式也可以调动起大家参与

志愿的积极性。老人之间互帮互助，我觉得特别

好。”（n14，69岁，男）

对社会发展趋势的看法和国家政策的洞悉也

是参与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受访者认为现在中国

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计划生育政策下家庭规模

缩小，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养老问题凸显。时间银

行用现在的服务时间换取以后的被服务时间，为老

年人提供了一个新的养老保障渠道。

但仍有部分老人对时间银行的通存通兑、安全

保障、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兑换服务的落实等持怀疑

态度，潜在降低了老人的参与意愿。“它还没有发展

壮大，现在我周围还没看到类似的组织，我担心我

做了义工之后，时间币是不是真的能用，等我需要

用时间币的时候，会不会没有义工服务我？”（n16，
51岁，男）

2. 主观规范

主观规范包括人际交往规范和传统思想，在

时间银行参与中人际交往对参与意愿造成了重要

影响，包括人际相处的和谐性、与陌生人相处的尴

尬等。服务中人际相处的和谐性是参与意愿的重

要促进因素，部分老人由于人际交往中的不熟悉

感而不愿意接受陌生人或老人的服务，觉得被陌

生人服务会产生不适感等。“有需要的时候，我是

比较偏向于自己的家庭的。对于别人的话，我也

会偏向于比较熟悉的人来照顾我，如果是不熟的

话可能不太好，因为我不愿意去跟陌生人沟通。”

（n43，76岁，男）

部分老人思想比较保守，面对时间银行这一新

事物时他们更多持不能理解和抗拒的态度。比如

认为让老人提供服务有违传统尊老思想。“让老年

人去干活很不好啊，本来年纪就大了怎么能去给

别人服务？”（n17，64岁，女）

此外，由于中国对传统孝文化的看重，部分老

人基于传统孝道思想认为子女应该承担起赡养父

母的职责，被其他人照顾会受到他人的非议，更希

望子女照顾，这些老人对时间银行的互助模式难

以接受。

（三）“需求—参与”过程

产生需求是采取行动的基础，只有具备相关需

求，老人才会真正产生参与意愿［20］。影响老人对时

间银行需求的因素包括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及经济

因素。

老人在参与时间银行过程中受到个人需求的

强烈影响，调查发现老人身体健康可以满足自我需

求、能够从家庭获取养老支持或是经济富裕可以寻

求更高质量服务时，参加时间银行的意愿较低。家

庭因素也对受访者具有重要影响，与子女同住的受

访者参与时间银行的意愿并不高，一方面在中国的

家庭伦理下，老人一般要承担家务以及照料孙辈，

因此没有时间参与时间银行，另一方面，与子女同

住让他们能够从家庭中获取足够的养老保障。“我

不会参加。一是要照顾孙子，没有时间参加。二是

我没有养老的忧虑，不需要赚取时间币换服务。”

（n15，60岁，男）即当老人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取完

善的养老保障时，老人不会把时间银行作为首要养

老选择，更多是作为一种备选方案。时间银行养老

模式更适合那些养老保障度低的老人，如失能老

人、空巢老人、失独老人及高龄老人等。

而作为服务提供者时，当老人养老保障水平

低、身体健康状况好、子女表示支持时会更倾向于

参与时间银行为自己存储养老服务时长。当子女

表示担忧父母在提供服务或接受服务中出现意外

情况不支持父母参加时，老人的参与意愿会减弱。

“我儿子估计也不同意我干这些，他在家的时候我

要干点活他都不乐意，说怕我摔倒碰到哪的。”

（n11，62岁，女）但这一结论并不绝对，部分老人虽

然有完善的养老保障，但基于个人社会参与、自我

实现等需求也乐于参与时间银行。

（四）“参与—认知”过程

当老人具备需求并参与时间银行养老服务，

也会进一步加深对其的认知，从而促进其推广和发

展［21］。然而目前即使老人有参与需求也不一定能

实现顺利参与，主要原因是参与渠道的不畅通。

1. 参与渠道与平台

时间银行的可及性是影响参与度的重要因素，

由于时间银行在我国还处于发展阶段，服务点少、

公众认知度和了解度低、参与渠道不畅通是阻碍老

人参与并提供服务的重要原因［22］。大部分地区时

间银行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而有的老人

反映自己没有或不会使用智能手机，部分地区也并

未设立相关服务点。这一问题潜在影响了老人的

参与积极性，时间银行主要面对的对象是老人，而

大多数老人并不擅长使用智能设备，因而如何畅通

参与渠道是推广中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除此之外，时间银行参与的平台可信度也受

到怀疑，由于时间银行发展规模小、存取时间间

隔大等，服务提供者担心服务平台是否能够长期

存在，服务接受者也表示对时间银行平台和人员

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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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务机制合理性

虽然对时间银行的发展总体持看好态度，但老

人也表达了自己的顾虑和担忧，他们担心时间银行

的措施合理性和可持续发展，自己的权益无法得到

有效保障。比如存储的时间币能否实现通存通兑

和及时取出、存储服务的对等性、监督机制有效性

等。这些顾虑主要基于时间银行是新生事物，在各

方面了解度不深的情况下对其服务机制科学合理

性的怀疑，因而如何完善其运营模式、保障参与双

方的权益，对管理者来说至关重要。“我就有种顾

虑，就是说你这种存储和使用它是不是对等的，比

如说我现在提供的不是医疗方面的服务，那未来我

需要的时候能不能享受医疗方面的服务？是不是

必须对等？”（n26，69岁，男）

四、政策建议

（一）宣传普及，提高公众认知度和了解度

对时间银行的认知是产生参与意愿的首要前

提和基础条件，因而要调动参与积极性，首先要提

高公众的认知度。针对目前老人对时间银行认知

度和了解度低的问题，不仅要通过官方推进、媒体

宣传、社会传播等多种渠道加强宣传普及，还要使

公众了解时间银行的运作过程。老人对政府具有

更高的信任，因此可通过政府推进、政企合作等方

式提高公信力，应选择老年人信任的主体进行宣

传，有助于保障宣传效果；发挥基层社工的作用，社

工和老人接触较为密切且易得到老人信任，通过对

基层社工进行相关培训，使时间银行通过更加接地

气的方式得到宣传普及，给更多老人发挥余热的机

会，也使需要帮扶的老人得到相应的照料。

（二）聚焦目标群体，提高有需求的老年人参与度

由于时间银行更适合养老保障度低的老人，在

时间银行发展及推广中应明确其定位，不应把它看

作一种普适的养老方式，而应作为居家养老模式的

补充。在发展中尤其要注重调动空巢老人、独居老

人、失能老人等群体的参与积极性，针对这些目标

群体的需求，发展多样化且具有特色的互助模式以

吸引老人参与。如针对空巢和独居老人可推广结

伴互助模式，使老人长期结为互助伙伴，有利于消

除孤独感并解决彼此的养老问题；针对失能老人和

高龄老人则可以调动其子女及亲友的积极性，以子

女亲友积累的时长为老人换取服务时长。要真正

考虑到不同群体的需求来灵活设计相应互助模式

以调动有需求老人的参与度。

（三）完善时间银行运营机制

老人对时间银行的态度包括正面反馈和负面

反馈，一方面老人认可时间银行带给自身的益处，

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其机制保障性的担心。因而

在之后的发展中应进一步完善运营机制，不仅要发

展对老人有吸引力的地方，包括开展多种培训课程

使老人学习技能、开设文娱互助活动丰富老人精神

文化生活等，还要弥补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以实

现持续发展，包括引进区块链实现通存通兑、引进

智能监督系统在保障隐私的基础上对服务者有效

监督、加强信用系统建设以保障安全性、以政府为

背书保证其权威性及可靠性等。

（四）畅通参与渠道

老人对时间银行的参与意愿受到主观因素和

客观因素的影响，主观因素难以直接进行干预，只

能通过外部条件调节；客观因素可以直接干预，在

时间银行参与意愿影响因素中主要客观因素就是

参与渠道，当老人感觉到渠道不畅通时，参与意愿

会降低。畅通参与渠道，应以线上线下充分结合的

模式展开，对于年轻且会使用智能设备的老人可推

广线上方式，方便时长记录及省时省力；对于未接

触智能手机的老人则主要推广线下方式以实现充

分参与，同时对这些老人也应积极开展智能手机使

用方法培训，增强其智能设备使用能力。针对目前

部分地区未设立时间银行服务点的问题，不仅要依

靠政府力量，也可利用当地养老机构、公益组织、社

工组织等力量推进互助养老的开展以满足更多老

人的参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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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model of time⁃bank pension
model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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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ime bank is considered to be an important operational mechanism for implementing low⁃cost

strategy for the ageing population in China. Taking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this article conducted in⁃
depth interviews on time banking among older adults in Shenzhen，Guangzhou，Dongguan，Foshan and Huizhou
in Guangdong with the purpose sampling method. A total of 50 people were interviewed，and the interview text
data were coded and analyzed with the grounded theory. Sixty valid concepts were obtained，from 50 interviews.
From these concepts，15 categories are synthesized，and five core categories are abstracted to construct a model
of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older adults’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in time banking. It was found that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of older adults mainly include time banking cognition，personal
needs，emotional value，subjective norms，and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Moreover，a cognitive⁃attitude⁃demand⁃
participation forms a closed loop，constituting time bank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model.

Key words：time bank；grounded theory；pension；volunteer service；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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