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銀行多元培力推動計畫

108.07.17

壹、 計畫緣起

    時間銀行(Time Bank)Time Bank))的概念最早源自於日本水島照子1973年在大阪推動，當

時稱之為勞力銀行。隨後1980年代美國Edgar S. Cahn 教授延伸此概念，提出

「時間銀行」名稱及內涵，以儲存服務者服務時數，於本人或其指定人需要時提供

提領服務，達成個人生命週期或世代間的互助。Cahn 教授認為時間銀行有五個重

要的核心理念，包含每個人都是寶貴的社會資產、重新定義工作的價值、施與受同

等重要、社區互助互信及尊重。

透過時間銀行，服務者經由支付時間成本或是貢獻專業知能，取得經濟、社會

及心理等有形或無形回饋。受服務者透過社會交換關係要素（如關懷、信任、合作

等），滿足個人生活所需的協助，產生向上的動力，從而自我增能，增進社會資本。

例如鼓勵社區身障者以電話關懷社區老人，對身障者來說，本來是受服務者卻能因

為時間銀行而付出服務，而重新感受到自己是有能力的，有生活的動力。換言之，

時間銀行鼓勵人們從協助鄰居、幫助身邊的人做起，進而重建社區互信、互助網絡。

    基此，時間銀行是一種以時間為體，互助為本的運作模式，鼓勵雙向互助的機

制，透過服務的給予與接受(Time Bank)give and tak)e)，讓服務者從中獲得社會認同及接納，

進而促成助人的循環，進一步重建及強化社區及社會的互惠網絡。

在國外，時間銀行制度已行之有年，例如美國的 Timebank)s USA、英國的

Timebank)ing UK、日本的時間預託制度等，其共同特點為均由民間組織發起，並以

社區組織為服務範疇，奠基於社區居民的互助與互信，強化社區居民的交流，以促

成服務的循環。而近來備受矚目的瑞士時間銀行制度，則是由政府（官方）推動，

以年滿 60歲以上者為參與對象，對聖加侖市內高齡者提供以居家生活起居所需的服

務，目標是延長長者能獨立於社區內居家生活。

在國內，則有縣市政府與民間團體投入時間銀行的規劃或推動，例如：新北市

政府佈老時間銀行、弘道老人基金會志工互助連線等，其共同點多為回應高齡社會

老人的照顧需求，惟各單位所執行時間銀行的參與對象、服務對象及服務項目、提

領項目均有所不同。

    隨著社會變遷及家庭結構改變，人際關係逐漸淡化，社會信任也日趨消失，社

區居民間的關懷互助也日趨薄弱，期望透過時間銀行機制的導入，以社區互信、互

助為基礎，由社區自行盤點所需服務及資源並發揮創意，發展與社區居民日常生活

所需服務項目，串連社區居民和資源，形成綿密的服務網絡，以滿足社區居民各項

需求，讓服務更具近便及多元性，方能提升個人自我價值、厚植社會資本、強化社

區解決問題能力和提升社區生活品質。考量國內近年來已推動不同類型之時間銀行

方案，為引導民間自發及永續發展，本部規劃以補助方式，結合在地資源，採多元

培力推動模式，以促使本土的、在地的社區時間銀行得以蓬勃發展，特訂定本計畫。

貳、 計畫目標

一、 彰顯每個人的專長，尊重每個人的價值，以儲存及提領服務者的服務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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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人與人間的互助及互惠，產生充權功能，進而促進社區融合及社會參

與，活絡社會網絡。

二、 透過補助地方政府或民間單位結合資源，發展因地制宜多元的服務交換模

式，藉以瞭解多元時間銀行模式於國內推動之可行性，作為日後永續推展

之基礎。

三、 透過不同模式之時間銀行方案，發展補充支持性之多元服務，回應社區各

項問題之服務需求。

參、 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經蒐整國內外推動時間銀行模式，美國、英國、日本及香港等，多以小範圍社

區為推動基礎，透過居民信任建立交換關係，由熟悉社區居民的關鍵人員擔任媒合

者發掘社區民眾專長及能力，鼓勵他們成為服務者，開啟互助循環。瑞士取其時數

儲存及交換概念，以單一城市為推動基礎，由市政府成立基金會並連結社會服務組

織，派遣經面試通過之 60歲以上退休人士服務80歲以上年長者，以長者陪伴、外

出、家務協助、休閒等居家生活及社會性活動為主，目的在延長長者於社區自主生

活，同時減輕政府正式照顧體系及財政支出之壓力。

又，國內自100年起亦有民間組織及地方政府陸續運用時間銀行理念推動因地

制宜的時間銀行方案，如新北市政府佈老時間銀行、財團法人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志工互助連線、國立中正大學社區「照護換工」方案等，近2年有臺中市政府時間

銀行試辦計畫、嘉義市政府志工人力銀行、全民造福時間銀行聯盟規劃推動全民造

福時間銀行、優時間照護基金會(Time Bank)籌備)規劃推動社區時間銀行等。上開方案目標均

涵蓋鼓勵志工或會員間互助、回應高齡社會的照顧需求等等，參與及服務對象、服

務及提領項目雖各有不同，惟仍多以關懷、照顧、陪伴及日常生活所需之服務為主。

鑑於國外推動時間銀行多由下而上，由民間組織自發主導，並於一限定範圍內

交換。依國內外推動經驗，初期政府角色多以補助經費推展，以有效引導民間自發

及永續推動；另檢視國內外推動情形，民眾願意儲存服務時數多於提領服務，爰推

動初期有必要透過試辦計畫，推廣時間銀行理念，鼓勵雙向互助機制，進而重建強

化社區及社會之互助網絡。

肆、 實施內容及分工

一、 主要工作項目

(Time Bank)一) 公開徵求時間銀行方案

    考量國內已有公私部門推動不同類型之時間銀行方案，故擬採多元培力推

動模式，透過公開徵求及補助各時間銀行方案，瞭解各方案辦理成效等，做為

國內時間銀行推動模式之參考，方案內容重點如下：

1.補助對象：直轄市政府、縣(Time Bank)市)政府、大專院校、立案社會團體、財團法人、

加入社會福利類志願服務團隊之立案團體。

2.方案內容：申請單位應提具時間銀行方案，內容可依實際執行情形自行規劃，

惟至少應包含下列項目：

(Time Bank)1)緣起（背景）：說明辦理本項方案之背景及原因。

(Time Bank)2)方案目標：說明辦理本項方案欲達成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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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Bank)3)方案期程：說明本方案辦理期程。

(Time Bank)4)參加對象資格：組成機制可採會員制，申請加入或以現有組織成員為主；

或由申請補助單位另行訂定。

(Time Bank)5)服務及提領項目：

A. 服務項目：提供社區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協助之服務，項目如下：

(Time Bank)A) 社會活動：如陪伴聊天、陪伴參與休閒娛樂活動等。

(Time Bank)B) 藝文服務：如畫圖、攝影、樂器、手工藝教授等。

(Time Bank)C) 電腦服務：如軟體設計、電腦維修等。

(Time Bank)D) 教育服務：如語文協助、說故事等。 

(Time Bank)E) 家務協助：如環境清潔、園藝整理、寵物照顧等。

(Time Bank)F) 交通協助：如接送參與社會活動等。

(Time Bank)G) 簡易修繕：如油漆粉刷、水電修理等。 

(Time Bank)H) 文書處理：如信件處理、填寫表格、電腦文書操作等。

(Time Bank)I) 其他。

B. 提領項目：如服務項目，或另行訂定。

(Time Bank)6)服務對象及來源：成員本人、成員指定對象（父母、配偶、子女、三親

等親屬及其他指定對象）、社區居民等，或另行訂定。

(Time Bank)7)提存原則及管理

A. 服務時數儲存機制：時時等值或時時不等值，可儲存使用或進行捐贈，

由申請單位整體規劃說明。

B. 服務時數提領機制：保證提領或非保證提領。時數可累積，終身有效，

或可訂定時數有效期限、累積上限等等。

(Time Bank)8)相關配套措施：如會員管理、權益保障、教育訓練、服務爭議處理機制、

系統建置等。

(Time Bank)9)進度控管（含甘特圖）。

(Time Bank)10)預期效益：如服務交換量能、服務成效或其他可呈現方案效益之指標。

(Time Bank)11)經費來源：經費概算表及來源。

3.補助原則：

(Time Bank)1)本方案採競爭型補助方式，補助 3-5 案、每案每年最高補助 150萬元為

原則。

(Time Bank)2)大專院校及全國性團體由本部受理申請，地方性申請案件由各縣市初審

擇優提報。每1縣市以補助1案為原則

(Time Bank)3)申請超過 5 案者，由本部參酌區域分配、服務類型、提領模式等擇定 5

案辦理之。

4.補助項目及基準：

(Time Bank)1)優先補助講座鐘點費、宣導費、印刷費、場地及佈置費、臨時酬勞費、

專家學者出席費、交通費、膳費、雜支、專案計畫管理費、電腦及週邊

設備等項目。

(Time Bank)2)其他依計畫需求編列之項目（人事費不納入補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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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Bank)3)相關編列基準應依本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5.應配合辦理事項：

(Time Bank)1)依循本部建立之資訊系統標準化規格進行資料格式建置。

(Time Bank)2)提供計畫執行資料及各項統計數據予本部。

(Time Bank)3)視需要配合參加本部辦理各項會議、活動及成果發表等。

(Time Bank)二) 建置資訊系統標準化格式

    盤點目前國內時間銀行資訊系統應用及需求情形，並加以分析整理，另邀

集專家學者進行研討。規劃時間銀行資訊系統資料庫建置標準化格式及未來有

效營運模式，提供資訊系統建置依循，以利後續資料蒐整及進行效益評估，亦

作為評估建置全國性時間銀行系統必要性的依據。

(Time Bank)三) 宣導時間銀行理念

    透過多元傳播方式，運用數位影片、紀錄片、新媒體(Time Bank)例如:LINELINE、IG等)、

報章雜誌，宣導推廣時間銀行理念和精神，讓國人了解時間銀行的內涵，提升

參與意願。

(Time Bank)四) 時間銀行成效評估研究

    於試辦期間，進行成效評估研究，研擬問卷、進行前後測、訂定效益評估

成果指標等，另辦理成果分享會，以作為日後推動及成效評估之依據。

二、 執行方法及分工

項

次
工作項目 執行方法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1
公開徵求時

間銀行方案

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民

間單位或大專院校推動時間

銀行方案。

衛生福利部

直 轄 市 政

府、縣(Time Bank)市)

政府、大專

院校、全國

性 社 會 團

體、財團法

人、加入社

會福利類志

願服務團隊

之 立 案 團

體。

2

建置資訊系

統標準化格

式

1. 補助團體辦理時間銀行資

訊系統標準化規格研究

案。

2. 受補助直轄市、縣(市)政
府、民間單位或大專院校

須依循時間銀行資訊系統

標準化規格建置系統。

衛生福利部

4



3 宣導推廣

1. 第 1 年辦理時間銀行方案

(理念宣導篇)數位影片、

於新媒體通路(如 LINE、IG))
發布圖文廣告，增加媒體

露出。

2. 第 2 年後蒐整推動過程的

感人事蹟及服務故事，製

作時間銀行宣導影片、撰

寫專文發表成效等。

衛生福利部

時間銀行試

辦計畫受補

助單位

4
成效評估研

究

1.補助辦理時間銀行成效評估

研究。

2.成立專家諮詢小組研提成效

評估指標。

3.每年辦理成果分享會。

衛生福利部

時間銀行試

辦計畫受補

助單位

伍、 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計畫期程：預定自108年計畫核定日起至 110年。辦理時間及進度規劃如下：

時間銀行試辦計畫 甘特圖

項

次

子

項
工作項目

108

年

4-6

月

108

年

7-9

月

108

年

10-12

月

109

年

1-3

月

109

年

4-6

月

109

年

7-9

月

109

年

10-12

月

110

年

1-3

月

110

年

4-6

月

110

年

7-9

月

110

年

10-12

月

1

補助單位

推動時間

銀行試辦

計畫(Time Bank)含推

動機制、

宣導、成

果分享、

成效評估

等)

＊

（預

計9

月開

始受

理）

＊ ＊ ＊ ＊ ＊ ＊ ＊ ＊ ＊

2

建立時間

銀行資訊

系統標準

化規格

2.1 補助辦理

資訊系統

標準化規

格研究案

＊ ＊ ＊

（預

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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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前

完

成）

2.2

受補助單

位依標準

化規格建

置資訊系

統

＊ ＊ ＊ ＊ ＊ ＊ ＊ ＊ ＊

3

時間銀行

試辦計畫

宣導推廣

＊ ＊ ＊ ＊ ＊ ＊ ＊ ＊ ＊ ＊

4

時間銀行

試辦計畫

成效評估

研究

4.1

補助辦理

成效評估

研究

＊ ＊ ＊ ＊ ＊ ＊ ＊ ＊ ＊ ＊

4.2

成立專家

諮詢小組

研提成效

評估指標

＊ ＊

4.3
辦理成果

發表會
＊ ＊

 

   二、經費需求及來源

(Time Bank)一) 本計畫經費計新臺幣 2,991萬 5,000元整。

(Time Bank)二) 經費來源

        本計畫所需經費 108年度由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嶄新「企」力、幸福

「耆」蹟-高齡暨企業志工推動計畫支應，109-110年經費賡續申請公益彩券回

饋金補助。

陸、 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 透過服務交換互惠、建構互助的「資源服務網絡」，提升在地居民幸福感

及生活品質。

二、 發展補充支持性的多元服務，回應社區各項問題之服務需求。

三、 補助3-5單位持續推動 2年，後續規劃建置國內在地化之時間銀行多元推

動模式，提供相關單位推動之依循。

柒、計畫奉核定後實施，視執行情形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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