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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結合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之研究 

摘  要 

關鍵詞：建築資訊建模(BIM)、大數據分析、物業管理 

一、  研究緣起 

數據科學是一個熱門且不斷增長的領域，許多數據資料已不像過去須由人力進行耗費大量

時間及精力的數據收蒐集及調查，而可簡單地藉由網路或政府等機關取得公開數據資料。預測

在接下來的 10 年裡，我們將需要比我們現在多數十億的數據科學家從事數據科學相關工作。 

目前大部分社會住宅之設備及系統尚無法應用感測器蒐集大數據資料，亦無法系統性分析

該設備或系統之最適壽命，及作為爾後設備或系統採購之參考。本研究擬藉由維修大數據分析，

較精確掌握社會住宅之設施或設備最適壽命，避免其資產總收益小於維護管理支出費用，作為

爾後設施或設備採購之參考，降低維護管理費用，並做為後續社會住宅物業管理策略調整參考，

擬定預防保養或更換時間，提昇物業管理效率及品質。此外，藉由 BIM 模型應用，提高物業管

理業者找到報修設施或設備相關資訊效率(例如給水加壓馬達故障漏水，可應用 BIM 模型迅速

找到給水管線控制閥門位置、加壓馬達規格、供應商聯絡資訊等），縮短更換或維修時間。 

本研究盤點目前社會住宅於物業管理過程須進行控管，但尚未能應用感測器收集大數據資

料之設備及系統，並針對上述設備及系統研擬大數據分析所需資料項目及格式，及研擬 BIM 結

合大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系統架構，並發展社會住宅物業管理大數據分析雛

型系統(以下簡稱為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 

最後，本研究以 2 示範案例說明如何應用本研究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為「住戶設施設備使用

維護管理」及「公共空間設施設備使用維護管理」執行大數據分析，及獲致所需分析結果。 

二、  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蒐集及探討分析國內外大數據分析技術、物業管理、BIM 相關應用等文獻，探討 BIM

結合維修大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效益，研擬一 BIM 結合維修大數據分析技術

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架構及執行策略。另蒐集社會住宅尚未能應用感測器收集大數據資

料，但須進行物業管理之設備及系統名稱，及針對上述設備及系統，研擬維修大數據分析所需

資料項目及格式，並發展 BIM 結合維修大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系統雛型系

統。 

三、  重要發現 

藉由 BIM 結合大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可較精確掌握社會住宅之設施或

設備最適壽命，避免其資產總收益小於維護管理支出費用，作為爾後設施或設備採購之參考，

降低維護管理費用，並做為後續社會住宅物業管理策略調整參考，擬定預防保養或更換時間，

提昇物業管理效率及品質。此外，藉由 BIM 模型應用，提高物業管理業者找到報修設施或設備

相關資訊效率(例如給水加壓馬達故障漏水，可應用 BIM 模型迅速找到給水管線控制閥門位置、

加壓馬達規格、供應商聯絡資訊等），縮短更換或維修時間。 

根據初步研究結果，本研究有一項建議，建議持續研究及推廣應用 BIM 結合大數據分析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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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於建築工程維護管理階段，詳細說明請參考下面章節。 

四、  主要建議事項 

建議一 

立即可行建議—持續研究及推廣應用 BIM 結合大數據分析技術於建築工程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在公共工程委員會、本所、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各機關學

校 BIM 中心及 BIM 軟體廠商共同努力推廣下，BIM 於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之應用在本國

已逐漸成熟。相對的，BIM 於本國工程維護管理階段之應用範圍仍較小，BIM 結合大數據分析

技術於建築工程維護管理階段，將有效提升維護管理效率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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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目的  

數據科學是一個熱門且不斷增長的領域，許多數據資料已不像過去須由人力進行耗費大量

時間及精力的數據收蒐集及調查，而可簡單地藉由網路或政府等機關取得公開數據資料。預測

在接下來的 10 年裡，我們將需要比我們現在多數十億的數據科學家從事數據科學相關工作。 

目前大部分社會住宅之設備及系統尚無法應用感測器蒐集大數據資料，亦無法系統性分析

該設備或系統之最適壽命，及作為爾後設備或系統採購之參考。本研究擬藉由維修大數據分析，

較精確掌握社會住宅之設施或設備最適壽命，避免其資產總收益小於維護管理支出費用，作為

爾後設施或設備採購之參考，降低維護管理費用，並做為後續社會住宅物業管理策略調整參考，

擬定預防保養或更換時間，提昇物業管理效率及品質。此外，藉由 BIM 模型應用，提高物業管

理業者找到報修設施或設備相關資訊效率(例如給水加壓馬達故障漏水，可應用 BIM 模型迅速

找到給水管線控制閥門位置、加壓馬達規格、供應商聯絡資訊等），縮短更換或維修時間。 

本研究盤點目前社會住宅於物業管理過程須進行控管，但尚未能應用感測器收集大數據資

料之設備及系統，並針對上述設備及系統研擬大數據分析所需資料項目及格式，及研擬 BIM 結

合大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系統架構，並發展社會住宅物業管理大數據分析雛

型系統(以下簡稱為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 

第二節   研究範圍  

本計畫研究範圍詳列如下: 

一、 盤點目前社會住宅於物業管理過程須進行控管，但尚未能應用感測器收集大數據資料之

設備及系統。 

二、 針對上述設備及系統研擬大數據分析所需資料項目及格式，及研擬 BIM 結合大數據分析

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系統架構，並發展雛型系統。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擬蒐集及探討分析國內外大數據分析技術、社會住宅物業管理現況、BIM 相關應用

等文獻回顧，並盤點國內社會住宅設施或設備適合應用維修大數據分析，預測該設施或設備最

適壽命之物業管理項目；針對上述設施或設備，研擬維修大數據分析所需資料項目及格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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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BIM 結合維修大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系統架構；發展 BIM 結合維修大數

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系統雛型系統。 

研究流程詳列如下： 

 蒐集及探討分析國內外大數據分析技術、物業管理、BIM 相關應用等文獻。 

 探討 BIM 結合維修大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效益。 

 研擬一 BIM 結合維修大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架構。 

 研擬一 BIM 結合維修大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執行策略。 

 蒐集社會住宅尚未能應用感測器收集大數據資料，但須進行物業管理之設備及系統名稱。 

 針對上述設備及系統，研擬維修大數據分析所需資料項目及格式。 

 發展 BIM 結合維修大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系統雛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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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BIM 相關應用文獻回顧  

建築資訊建模（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技術於建築工程全生命週期（可行性

評估、規劃、設計、招標、施工、竣工驗收至接管及營運維護）各階段提供不同執行效益。例

如，BIM 於規劃設計階段，可減少規劃設計的錯誤及遺漏、快速因應設計變更、協助執行都市

環境模擬，及提高規劃設計建築師與業主間溝通協調精準度及效率；BIM 於施工階段，可協助

執行碰撞檢查，減少錯誤、缺漏及重複施做，節省工料，提高各工種施工書圖一致性，提供各

工種較佳的協同合作平台，減少未預期變更設計，並縮減工程專案完成時間；BIM 於營運維護

階段，可提供巡檢可視化，提高檢索資訊效率，並有效降低營運維護成本。推動 BIM 技術協助

營建產業升級，已成為世界性發展趨勢。 

適逢本部推動「社會住宅興辦計畫」，計畫於民國 113 年前完成 20 萬戶只租不賣社會住宅，

導入 BIM 技術於此數量龐大的社會住宅興建，可於建築工程全生命週期各階段提供不同執行效

益，降低變更設計風險及成本，縮減完工時間，並提高工程品質。另因社會住宅工程具有功能

類似及設計易複製的特性，更適合作為應用 BIM 技術的實際應用案例。藉由社會住宅興建，政

府扮演應用 BIM 技術領導者/領頭羊的角色，可加速本國 BIM 技術發展與推動。 

第二節   大數據分析技術文獻回顧  

手機等移動設備、網路、物聯網、社交媒體等現代資訊系統每秒鐘都會產生大數據，對這

些海量數據的分析和挖掘需要大量先進的工具和技術。因為企業及政府等公私立組織可從大數

據中獲得了巨大的益處，因此目前大數據分析和蒐集是一個非常熱門的研究領域。針對大數據

分析和蒐集這領域，目前已經發展出了 Python 、pandas、numpy、STATA、SPSS 等許多軟體

工具，用來協助分析和挖掘這些大數據，其中一些軟工具已經變得非常受歡迎並在該領域得到

廣泛應用。 

根據研究，世界上超過 90% 的數據是在大約兩年內生成的[2]。這表明大數據真的來了，

因此必須進行新的研究，才能充分了解海量數據。這意味著必須從過去數據挖掘和分析中的理

論、技術和方法進行方式轉變，以充分利用這些數據中的「黃金」 [1]。根據[3]，大數據被創

造來代表這種無法適應傳統數據庫管理工具或數據處理應用程序的海量數據的爆發。這些數據

以三種不同的格式提供，例如結構化、半結構化和非結構化格式，大小以 TB 和 PB 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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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地，大數據被以稱為 3V 的維度作分類，這些維度包括體積、速度和多樣性 [8]。三個 V 中

的每一個都使大數據的傳統操作變得複雜。例如，速度，即數據到達的速度變得如此之快，以

致於傳統的數據分析工具無法正確處理它們，並且在使用時可能會崩潰。此外，數量的增加使

得數據的提取、存儲和預處理變得更加困難和具有挑戰性，因為分析算法和系統都必須在其他

方面具有可擴展性才能應對，而這些從一開始就沒有內置到傳統系統中。最後，不斷變化的數

據種類及其眾多的資料來源及格式使數據的存儲和分析變得更加困難。 

大數據呈指數級增長，從訊息和通信技術的角度來看，它成為協助企業和政府等公私立組

織獲得更好、更強大產品的關鍵。這種爆發在資料分析和挖掘方面帶來了技術上的困難，這是

許多企業大規模採用大數據分析的主要障礙。這裡的主要問題是數據庫系統與必要的工具（如

數據挖掘和統計工具）之間缺乏有效的通訊。通常當我們希望找到有用的數據趨勢和訊息作為

實際應用時，就會出現這些挑戰。 

因為大數據資料量大，因此這些資料必須由數據科學家/分析師挖掘、捕獲、匯總和交流。

為了充分有效地執行這些任務，數據分析師需要具備特定類型的知識並利用強大的大數據分析

工具。 

有很多用於大數據挖掘的工具，這些工具大致分為三類，統計工具、編程語言和可視化工

具[10]。許多統計工具，如 SPSS、STATA、Statistica 等，在大數據分析中很受歡迎，但數據分

析師對使用哪種工具的選擇有所不同，因為使用需求決定了工具的選擇。SPSS 是社會科學統計

領域廣泛使用的工具，雖然它最初是為社會科學而構建的 [23]，但 SPSS 軟件現在也被市場研

究人員、數據挖掘人員 [24]、調查公司、健康研究人員和其他人採用。STATA 是另一種流行的

統計工具，主要用於經濟學、社會學、醫學和計算機科學領域 [25]。STATA 的一個主要問題是

它更難以被非統計背景的人使用。 

Python 和 R 等編程語言也以數據分析和挖掘而聞名。這些語言的高級、動態和交互性與

豐富的科學資料庫相結合，使它們成為分析任務的首選 [17]。雖然 R 仍然是傳統數據分析任

務中最受歡迎的語言，但自 2000 年代初以來，Python 語言在工業應用和研究中的使用量一直

在增加 [21]。Python 資料分析最重要的四個模組包括：pandas、numpy、scipy、matplotlib。： 

 Numpy（Numerical Python）：它提供了快速高效的接口來處理高多維數組和矩陣。 

Numpy 是 Python 中的基本數據結構和基本包，也特別適合用來處理矩陣，它的運算

效率比列表 list 串列更高效率。因為高等數學運算，都是以矩陣的方式來進行運算，

所以大多數提供科學計算的包都是用 numpy 的陣列作為構建基礎，也因此在進行高等

數學計算時，numpy 就是大數據分析的最重要工具了，例如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深

度學習、類神經網路計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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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das ：它是另一個建立在 Numpy 之上的流行包，用於數據操作和分析 [19]。 

Pandas 提供了高效的數據結構和操作，通常以表格形式處理數據。 Pandas 中可用的

一些功能包括用於數據操作的 DataFrame 對象、用於在內存之間讀寫數據的工具、用

於處理高維數據的分層軸索引功能、時間序列功能、數據過濾和用於處理缺失數據的

數據對齊。pandas 模組特別適用來進行一般日常的大數據分析，因為 pandas 的

DataFrame 資料結構，可以快速的互通於所有的二維結構形式的資料，包括『excel、

csv、json、xml、mysql 等任何的資料庫，及網頁的表格資料、字典 dict、二維串列 list』 

也就是 pandas 的 DataFrame 資料結構，可以與這些二維結構形式的資料之間互相簡易

的存取。 

 Scipy：它也是 Python 的另一個流行包。它是一用於高效計算線性代數、統計、矩陣、

特殊函數和眾多統計函數的流行包集合。 

 matplotlib：適用於繪製資料圖表的 Python 流行包。 

 

第三節   社會住宅物業管理現況  

 紙本維修紀錄：國內大部分物業管理公司仍是以紙本表單製作維修紀錄及歸檔。 

 維運管理系統無法執行大數據分析：國內部分社會住宅管理機關已開始應用 BIM 結合

資料庫等技術發展維運管理系統，但該系統無法執行大數據分析。 

 無法分析出設施或設備最適壽命：國內少部分大型科技公司及政府機關已開始應用感

測器蒐集建物大型設施或設備運作大數據資料，達成故障前預診斷或能源效率優化， 

但該大數據分析尚未能分析出設施或設備最適壽命。 

 維護管理費用增加：國內社會住宅管理機關缺乏設施或設備採購、較佳更換時間及預

維護之大數據分析資料，導致維護管理費用增加。 

第四節   BIM 結合維修大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效

益  

本研究效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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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維修大數據分析，較精確掌握社會住宅之設施或設備最適壽命，避免其資產總收

益小於維護管理支出費用，作為爾後設施或設備採購之參考，降低維護管理費用。 

一般設施或設備更換時間常為發生大故障，維修費龐大時才會考慮汰換，但是這常常

不是最佳的汰換時機。如圖 2-1 所示，隨著設施或設備使用時間增加，維護管理費用

也會隨著增加，但設施或設備性能卻隨著下降，而找到最適更換時機需考慮設施或設

備購置費用、安裝費用、維修費用及安裝使用後各年的殘值等因素，其中維修費用與

設施或設備廠牌等因素有關，卻也無法事先預估，本研究擬藉由大數據分析技術建立

一套不同種類不同廠牌設施或設備最佳汰換時機之分析預估系統。 

 藉由物業管理過程累積維修大數據資料，做為後續社會住宅物業管理策略調整參考，

擬定預防保養或更換時間，提昇物業管理效率及品質。 

本研究擬先行研擬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主要設施或設備所需蒐集大數據資料項目及格

式，提供社會住宅維護管理機關參考，以利未來所蒐集之大數據資料可有效提供大數

據分析預估系統分析使用。 

 藉由 BIM 模型應用，提高物業管理業者找到報修設施或設備相關資訊效率(例如給水

加壓馬達故障漏水，可應用 BIM 模型迅速找到給水管線控制閥門位置、加壓馬達規

格、供應商聯絡資訊等），縮短更換或維修時間。 

本研究規劃應用大數據分析預估系統執行設施或設備採購廠牌、成本或較佳更換時間

之大數據分析，於 BIM 模型登錄建物設施或設備之較佳預防保養或更換時間，並方便

物業管理廠商藉由 BIM 模型查找系統或設備之現場位置，及名稱、廠牌、型號、尺寸、

供應商名稱、供應商聯絡電話…，提高物業管理效率及品質。 

 

 

 

 

 

 

 

圖 2-1 設施或設備汰換更新時間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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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BIM 結合維修大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

管理之架構及策略 

第一節   BIM 結合維修大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架

構  

本研究結合 BIM、大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架構如圖 3-1 所示，主要軟體

應用如下: 

 建築資訊建模 BIM 軟體 

本研究建議社會住宅維護管理單位於社會住宅工程全生命週期皆應用 BIM 技術，達成降低成本

及提高效益的目標。藉由 BIM 模型，社會物業管理廠商於維修前，可先查找故障設施或設備之

現場位置，及名稱、廠牌、型號、尺寸、供應商名稱、供應商聯絡電話…，提高物業管理效率

及品質。 

 BIM 結合大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系統 

社會住宅維護管理單位可應用本研究發展之物業管理系統執行設施或設備採購廠牌、成本或較

佳更換時間之大數據分析，擬定各設施或設備長期修繕計畫，並擬定較佳預防保養或更換時間。 

 

圖 3-1 BIM 結合維修大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架構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繪製) 



BIM 結合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之研究 

第二節   BIM 結合維修大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執

行策略  

本研究結合 BIM、大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架構如圖 3-1 所示，其執行策

略詳述如下: 

 設施或設備維修大數據資料蒐集階段 

1. 物業管理廠商於維修前，可先藉由 BIM 模型查找故障設施或設備之現場位置，及名稱、廠牌、

型號、尺寸、供應商名稱、供應商聯絡電話…，提高物業管理效率及品質。 

2. 維修後參考本研究擬定之大數據資料填報項目及格式回報維修資訊 

 本研究物業管理大數據分析系統應用階段 

3. 於完成設施或設備維修大數據資料蒐集後，可應用本研究發展之物業管理系統執行設施或設

備採購廠牌、成本或較佳更換時間之大數據分析。 

4. 於完成各設施或設備維修大數據資料分析後，社會住宅物業管理單位可藉此擬定各設施或設

備長期修繕計畫，並擬定較佳預防保養或更換時間。 

5. 於 BIM 模型登錄建物設施或設備之較佳預防保養或更換時間，並方便物業管理廠商藉由 BIM

模型查找系統或設備之現場位置，及名稱、廠牌、型號、尺寸、供應商名稱、供應商聯絡電

話…，提高物業管理效率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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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雛型系統介紹 

本研究物業管理大數據分析雛型系統開發目的，為應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分析社會住宅設施

及設備維修費用、購置費用、安裝費用、安裝使用後各年的殘值，等資料，分析出不同種類不

同廠牌設施或設備最佳汰換時機。其中設施及設備購置費用亦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蒐集相關單

價。另外結合 BIM 技術，於 BIM 模型登錄建物設施或設備之較佳預防保養或更換時間，並方

便物業管理廠商藉由 BIM 模型查找系統或設備之現場位置，及名稱、廠牌、型號、尺寸、供應

商名稱、供應商聯絡電話…，提高物業管理效率及品質。 

第一節  社會住宅尚未能應用感測器收集大數據資料之設施及設備  

社會住宅大部分設施及設備尚未能應用感測器收集大數據資料，本研究擬為這些設施及設

備分析出最佳汰換時機。本研究參考營建署「社會住宅規劃設計及興建與營運管理作業策略規

劃委託專業服務案報告書」、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建築資訊模型(BIM)、智慧建築、綠建築

於維護管理機制規劃導入服務」標準作業手冊，及訪談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訂定「住戶設

施設備使用維護管理項目」(圖 4-1)及「公共空間設施設備使用維護管理項目」(圖 4-2)。 

 

 

圖 4-1 住戶設施設備使用維護管理項目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製作) 

 

 



BIM 結合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之研究 

 

 

圖 4-2 公共空間設施設備使用維護管理項目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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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維修大數據分析設備及系統所需資料項目及格式研擬   

有關「住戶設施設備使用維護管理項目」及「公共空間設施設備使用維護管理項目」所需

大數據資料項目及格式研擬，以下僅以變頻分離式空調系統為例，說明如圖 4-3。 

 

分離式空調系統 

財產 ID XXXXXXXX 

廠牌 ID XXXXXXXXX 

類別 ID XXXXXXXXX 

型號 (依廠商提供型號) 

住戶 ID APXXXXXXX 

維修費(元) XXXXXXXX 

次數 XXXXX 

報修日期 XXXX/XX/XX(西元) 

報修單 ID XXXXXXXXAIRCXXXXXXXXXXXX (前 8 碼為報修日期) 

廠牌名稱 XXXXXXXXXXXX 

類別名稱 一對一分離式冷氣機 

售價(元) XXXXXXXX 

安裝費用(元) XXXXXXXX 

第 1 年殘值(元) XXXXXXXX 

第 2 年殘值(元) XXXXXXXX 

第 3 年殘值(元) XXXXXXXX 

第 4 年殘值(元) XXXXXXXX 

第 5 年殘值(元) XXXXXXXX 

第 6 年殘值(元) XXXXXXXX 

第 7 年殘值(元) XXXXXXXX 

第 8 年殘值(元) XXXXXXXX 

第 9 年殘值(元) XXXXXXXX 

第 10 年殘值(元) XXXXXXXX 
 

圖 4-3 分離式空調系統大數據資料項目及格式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製作) 

第三節   年平均使用成本計算  

本研究物業管理大數據分析雛型系統分析出之設施或設備最佳汰換時機，係定義為該設施或設

備年平均使用成本最低值之使用年限，年平均使用成本算式如下: 

 

年平均使用成本 = (歷年維修費用+新機購置費用+安裝費用-使用後殘值)/使用年數 



BIM 結合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之研究 

 

第四節   雛型系統發展及操作方法說明  

因「住戶設施設備使用維護管理項目」及「公共空間設施設備使用維護管理項目」不同，本研

究社會住宅物業管理大數據分析雛型系統(以下簡稱為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為「住戶設施設備

使用維護管理」及「公共空間設施設備使用維護管理」研擬不同分析流程，以下以 2者皆有之

分離式空調系統(即分離式冷氣機)為操作範例，分別說明其分析流程，其中「售價(元)」資料

係使用政府電子採購網共同供應契約蒐集相關單價。 

 住戶設施設備使用維護管理操作方法說明 

 

步驟 1:建置各分離式冷氣機售價、安裝費用及不同使用年數殘值等基本資料(如圖 4-4) 

 

 

 

圖 4-4 建置各分離式冷氣機售價、安裝費用及不同使用年數殘值等基本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2:建置各分離式冷氣機維修大數據資料(如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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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建置各分離式冷氣機維修大數據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3: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3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如圖

4-6) 

 

 

 

圖 4-6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3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4: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4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如圖

4-7) 



BIM 結合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之研究 

 

 

 

圖 4-7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4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5: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5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如圖

4-8) 

 

 

 

圖 4-8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5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6: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6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如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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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6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7: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7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如圖

4-10) 

 

 

 

圖 4-10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7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8: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8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如圖

4-11) 

 



BIM 結合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之研究 

 

 

圖 4-11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8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9: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9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如圖

4-12) 

 

 

 

圖 4-12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9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10: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10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如圖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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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10 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11: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3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如

圖 4-14) 

 

 

 

圖 4-14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3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12: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4 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如

圖 4-15) 



BIM 結合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之研究 

 

 

圖 4-15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4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13: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5 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如

圖 4-16) 

 

 

 

圖 4-16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5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14: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6 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如

圖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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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6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15: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7 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如

圖 4-18) 

 

 

 

 

圖 4-18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7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BIM 結合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之研究 

步驟 16: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8 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如

圖 4-19) 

 

 

 

圖 4-19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8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17: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9 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如

圖 4-20) 

 

 

圖 4-20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9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18: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10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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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圖 4-21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10 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19: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3 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如圖 4-22) 

 

 

 

圖 4-22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3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BIM 結合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之研究 

步驟 20: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4 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如圖 4-23) 

 

 

圖 4-23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4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21: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5 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如圖 4-24) 

 

 

圖 4-24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5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22: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6 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如圖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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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6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23: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7 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如圖 4-26) 

 

 

 

圖 4-26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7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24: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8 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如圖 4-27) 

 



BIM 結合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之研究 

 

圖 4-27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8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25: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9 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如圖 4-28) 

 

 

圖 4-28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9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26: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10 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如圖 4-29) 

 



 

25 

 

圖 4-29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10 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26: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同一部分離式冷氣機不同使用年數之年平均使用成

本直條圖資料(如圖 4-30) 

 

 

圖 4-30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同一部分離式冷氣機不同使用年數之年平均使用成本直

條圖資料(以財產 ID30179558 之分離式冷氣機為例)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BIM 結合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之研究 

 

步驟 27: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19 年)維修費總金額

資料(如圖 4-31) 

 

 

圖 4-31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19 年)維修費總金額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28: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20 年)維修費總金額

資料(如圖 4-32) 

 

 

圖 4-32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20 年)維修費總金額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29: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21 年)維修費總金額資料

(如圖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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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21 年)維修費總金額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30: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19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如

圖 4-34) 

 

 

圖 4-34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19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31: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20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如

圖 4-35) 



BIM 結合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之研究 

 

圖 4-35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20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32: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21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如

圖 4-36) 

 

 

圖 4-36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21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33: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住戶於特定年度(2019 年)維修費總金額資料(如圖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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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住戶於特定年度(2019 年)維修費總金額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34: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住戶於特定年度(2020 年)維修費總金額資料(如圖

4-38) 

 

 

圖 4-38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住戶於特定年度(2020 年)維修費總金額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35: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住戶於特定年度(2021 年)維修費總金額資料(如圖

4-39) 

 



BIM 結合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之研究 

 

圖 4-39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住戶於特定年度(2021 年)維修費總金額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36: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住戶於特定年度(2019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如圖 4-40) 

 

 

圖 4-40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住戶於特定年度(2019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37: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住戶於特定年度(2020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如圖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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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住戶於特定年度(2020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38: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住戶於特定年度(2021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如圖 4-42) 

 

 

圖 4-42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住戶於特定年度(2021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39: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自動寄發電子郵件提供設施設備維修報告相關資料(如圖 4-43) 

 



BIM 結合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之研究 

 

圖 4-43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自動寄發電子郵件提供設施設備維修報告相關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公共空間設施設備使用維護管理操作方法說明 

 

步驟 1:建置各分離式冷氣機售價、安裝費用及不同使用年數殘值等基本資料(如圖 4-44) 

 

 

 

圖 4-44 建置各分離式冷氣機售價、安裝費用及不同使用年數殘值等基本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2:建置各分離式冷氣機維修大數據資料(如圖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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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5 建置各分離式冷氣機維修大數據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3: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3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如圖

4-46) 

 

 

 

圖 4-46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3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4: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4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如圖

4-47) 



BIM 結合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之研究 

 

 

 

圖 4-47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4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5: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5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如圖

4-48) 

 

 

 

圖 4-48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5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6: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6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如圖

4-49) 

 



 

35 

 

 

圖 4-49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6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7: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7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如圖

4-50) 

 

 

 

圖 4-50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7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8: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8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如圖

4-51) 

 



BIM 結合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之研究 

 

 

圖 4-51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8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9: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9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如圖

4-52) 

 

 

 

圖 4-52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9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10: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10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如圖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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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3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10 年內維修費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11: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3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如

圖 4-54) 

 

 

 

圖 4-54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3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12: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4 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如

圖 4-55) 



BIM 結合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之研究 

 

 

圖 4-55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4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13: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5 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如

圖 4-56) 

 

 

 

圖 4-56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5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14: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6 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如

圖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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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7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6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15: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7 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如

圖 4-58) 

 

 

 

 

圖 4-58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7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BIM 結合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之研究 

步驟 16: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8 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如

圖 4-59) 

 

 

 

圖 4-59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8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17: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9 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如

圖 4-60) 

 

 

圖 4-60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9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18: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10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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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1) 

 

 

 

圖 4-61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10 年內維修次數統計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19: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3 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如圖 4-62) 

 

 

圖 4-62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3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BIM 結合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之研究 

步驟 20: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4 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如圖 4-63) 

 

 

圖 4-63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4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21: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5 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如圖 4-64) 

 

 

圖 4-64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5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22: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6 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如圖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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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5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6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23: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7 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如圖 4-66) 

 

 

 

圖 4-66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7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24: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8 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如圖 4-67) 

 



BIM 結合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之研究 

 

圖 4-67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8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25: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9 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如圖 4-68) 

 

 

圖 4-68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9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26: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10 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如圖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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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9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安裝後 10 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26: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同一部分離式冷氣機不同使用年數之年平均使用成

本直條圖資料(如圖 4-70) 

 

 

圖 4-70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同一部分離式冷氣機不同使用年數之年平均使用成本直

條圖資料(以財產 ID50179561 之分離式冷氣機為例)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BIM 結合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之研究 

 

步驟 27: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19 年)維修費總金額

資料(如圖 4-71) 

 

 

圖 4-71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19 年)維修費總金額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28: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20 年)維修費總金額

資料(如圖 4-72) 

 

 

圖 4-72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20 年)維修費總金額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29: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21 年)維修費總金額資料

(如圖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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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3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21 年)維修費總金額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30: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19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如

圖 4-74) 

 

 

圖 4-74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19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31: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20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如

圖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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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5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20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32: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21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如

圖 4-76) 

 

 

圖 4-76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分離式冷氣機於特定年度(2021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33: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區域於特定年度(2019 年)維修費總金額資料(如圖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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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7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區域於特定年度(2019 年)維修費總金額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34: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區域於特定年度(2020 年)維修費總金額資料(如圖

4-78) 

 

 

圖 4-78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區域於特定年度(2020 年)維修費總金額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35: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區域於特定年度(2021 年)維修費總金額資料(如圖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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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9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區域於特定年度(2021 年)維修費總金額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36: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區域於特定年度(2019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如圖 4-80) 

 

 

圖 4-80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區域於特定年度(2019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37: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區域於特定年度(2020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如圖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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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1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區域於特定年度(2020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38: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區域於特定年度(2021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如圖 4-82) 

 

 

圖 4-82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分析出各區域於特定年度(2021 年)維修總次數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步驟 39: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自動寄發電子郵件提供公共區域設施設備維修報告相關資料(如

圖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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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3 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自動寄發電子郵件提供公共區域設施設備維修報告相關資料 

 (圖片來源：本計畫研究人員操作的螢幕截圖) 

 

第五節   小節  

本研究發展之社會住宅物業管理大數據分析雛型系統分析結果，可協助社會住宅物業管理

機關判斷採購哪些廠牌之設施或設備及使用多久後汰換較符合經濟效益，也可判斷哪些住戶或

哪些區域設施或設備每年維修費或維修次數偏高，檢討是否有特殊原因。例如，依據本研究範

例圖 4-30，財產 ID30179558 之 Panasonic 分離式冷氣機使用 5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最低；依

據圖 4-70，財產 ID50179561 之 Panasonic 分離式冷氣機亦是使用 5年之年平均使用成本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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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目前大部分社會住宅之設備及系統尚無法應用感測器蒐集大數據資料，亦無法系統性分析

該設備或系統之最適壽命，及作為爾後設備或系統採購之參考。本研究擬藉由維修大數據分析，

較精確掌握社會住宅之設施或設備最適壽命，避免其資產總收益小於維護管理支出費用，作為

爾後設施或設備採購之參考，降低維護管理費用，並做為後續社會住宅物業管理策略調整參考，

擬定預防保養或更換時間，提昇物業管理效率及品質。此外，藉由 BIM 模型應用，提高物業管

理業者找到報修設施或設備相關資訊效率(例如給水加壓馬達故障漏水，可應用 BIM 模型迅速

找到給水管線控制閥門位置、加壓馬達規格、供應商聯絡資訊等），縮短更換或維修時間。 

本研究盤點目前社會住宅於物業管理過程須進行控管，但尚未能應用感測器收集大數據資

料之設備及系統，並針對上述設備及系統研擬大數據分析所需資料項目及格式，及研擬 BIM 結

合大數據分析技術應用於社會住宅物業管理系統架構，並發展社會住宅物業管理大數據分析雛

型系統(以下簡稱為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統)。 

最後，本研究以 2 示範案例說明如何應用本研究物管大數據分析系為「住戶設施設備使用

維護管理」及「公共空間設施設備使用維護管理」執行大數據分析，及獲致所需分析結果。 

根據初步研究結果，本研究有一項建議，建議持續研究及推廣應用 BIM 結合大數據分析技

術於建築工程維護管理階段 

第二節   建議  

建議一 

立即可行建議—持續研究及推廣應用 BIM 結合大數據分析技術於建築工程維護管理階段 

主辦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協辦機關：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 

在公共工程委員會、本所、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財團法人臺灣營建研究院、各機關學

校 BIM 中心及 BIM 軟體廠商共同努力推廣下，BIM 於工程規劃設計及施工階段之應用在本國

已逐漸成熟。相對的，BIM 於本國工程維護管理階段之應用範圍仍較小，BIM 結合大數據分析

技術於建築工程維護管理階段，將有效提升維護管理效率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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