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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建築資訊模型、雲端平台、產業 4.0 

一、研究緣起 

近年來，德國政府提出「工業 4.0（Industry 4.0）」的概念，間接帶動全球第

四次工業革命的契機，德國身為全球製造業龍頭，工業 4.0 的概念提出之後，立刻

受到世界各國的矚目，國內政府也積極擬定工業 4.0 為國家未來之高科技戰略，預

期融合「物聯網（IoT）」、「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大數據（Big 

Data）」三大領域，推動第四次工業革命。以 BIM 技術逐漸帶動國內建築產業升

級與策略發展優勢，一直是世界各國政府努力的方向，國內過去幾年經過產官學界

的推廣與努力，逐步看到國內 BIM 技術發展的成果，國內未來 BIM 發展極有可能

朝工業 4.0 的方向匯流。 

目前國內政府將工業 4.0 聚焦於網路、製造、工廠等虛實融合系統，雲端運算

與大數據之應用則集中於能源、醫療、商業等應用，但是忽略了傳統產業最重要的

「建築、營造、工程」（AEC）等傳統領域的科技應用，AEC 產業未來勢必融合

物聯網、雲端運算、大數據三大領域，成為工業 4.0 的另一塊版圖，而真正能夠融

合這三大科技領域，引導 AEC 走向高科技產業的就是「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技術。運用 BIM 的技術與管理，帶動建築產業策略發

展優勢是各國政府努力發展的方向，分析國際近年來 BIM 的發展趨勢，可約略歸

納整理為四項主軸：(1)BIM 資訊與規範管理，由政府端推動，政策導向、產業驅

動，目標是建立一個建築生產履歷，(2)BIM 知識整合平台，主要由工程營造端負

責推動，技術導向、軟體驅動，目標是 AEC 工程專案模擬，(3)BIM 綠建築設計，

由設計端推動，性能導向、資料庫整合，目標是整合多元化設計流程、都市與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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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同步規劃，(4)BIM 智慧設施管理，由使用端的業主推動，管理導向、設施

IOT 整合，目標是設施管理、物流系統的整合管理。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在雲端先導應用推廣與產業發展的推動首要步驟中，發展一套雲端搭配 BIM

之短中長期規劃藍圖，為本研究的第一要務，再搭配雲端資料庫或平台進行雲端測

試，再以業界實地訪談之結論相互整合進行修正考量，在進行整體交叉比對後，再

將訪談與會議結果整理歸納並撰寫藍圖的規劃策略說明。 

本計畫研究內容將著重於下列三大項目： 

• 研擬雲端 BIM發展藍圖與規範機制 

• 透過雲端作業與 BIM產業的應用需求進行測試 

• 實地業界訪談及現況回顧並且進行案例調查 

三、重要發現 

過去幾年來，BIM 的國際發展從 BIM 資訊與規範管理、BIM 知識整合平台、

BIM 綠建築設計流程、BIM 智慧設施管理的四大趨勢，逐漸匯流到一個雲端 3D 作

業平台，未來的建築作業變成一個 3D 視覺化參數整合流程，以新的電腦介面做設

計與工程知識模組的系統整合，加上物聯網（IoT）及智慧披露（Smart 

Disclosure）之新一代智慧建築發展、以及智慧製造（Smart Manufacture）與創客

運動（Maker Movement）的熱潮，這樣的趨勢，迫使我們有必要提早思考 AEC 產

業 4.0 四位一體的策略架構與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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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雲端伺服器與雲端產業的連結進行使用端的業主推動，管理導向、設施

IOT 整合，搭配產業管理的後續推動，可作為相關營運管理產業的前導範例。本計

劃透過國際研討會、訪談與專家座談會等步驟進行實例研究，將臺灣目前開發有關

雲端資訊輔助產業的公司概分為專業資訊公司、工程顧問公司以及建築設計相關公

司，並且探討目前的使用者類型及未來的發展性；透過實例研究與資料蒐集後，由

實際操作與演練以進行雲端作業的模擬流程，從雲端協同設計實例的參考步驟說

明，導入點雲掃瞄實例操作，到雲端設施管理作業，以設計、竣工、維運模擬進行

實案操作的範例。 

本研究計畫之重要性包括： 

1. 針對國內 BIM 雲端發展與需求，進行相對應雲端技術的資訊與規範管理探

討，以政策導向、產業驅動以建立一個建築生產履歷的探討範例。 

2. 針對目前國際通用的雲端軟體，進行國內 BIM 協作平台的整合平台雛形探

討，可做為未來工程專案模擬的前導範例。 

3. 針對雲端產業的規模分類，進行專案實際演練，由設計端進行推動與整

合，推動整合多元化設計流程、都市與建築環境同步規劃的流程雛型。 

四、 主要建議事項 

建議一  

業先導應用策略策略藍圖工作會議： 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協辦機關：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中華民國公共工程

資訊協會 、臺灣建築學會、臺灣營建研究院 、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臺中市

政府、臺灣大學土木系、成功大學建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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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目前於 AEC 各方領域均有相當數量的 BIM 技術開發研究與實務，唯獨欠

缺國家規範與施行辦法，對於國內 BIM 發展策略規劃，主辦機關可於北中南部各

舉辦數場 Roadmap Workshop，邀請產學界各路專家齊聚一堂，共同商討臺灣

BIM4.0 發展策略。本研究案已做基本示範提供參考，步驟如下：(1)先設定短中長

期目標、(2)設定發展領域架構、(3)邀請各架構內相關領域學者、業界先進前來一

同協商，提供意見，(4)整合意見並歸納出發展方針。依本研究執行的初步工作成

效建議，未來的 Roadmap Workshop 將可著重於各縣市發展推動績效及挑戰進行主

要議題，由於北部推動目前尚屬臺灣前瞻區域，中南部尚屬於產業方針不明確區

域，透過在地化產學界各路專家的共同討論，將可有效引起並藉以推動各區域專家

學者的注意；本研究建議各區域舉辦 Roadmap Workshop 的研擬方向為：(1)BIM 可

應用於產業之討論，(2)BIM 在地化應用與推廣深化之技術，(3)雲端發展於各區域

與 BIM 的連結性，(4)分區縣市的異業同盟與挑戰(5)整合分區發展策略與計劃。舉

例來說，北部由於技術人才豐富，政府單位可發展 BIM 技術與雲端程式的相關推

動，並由地方建管單位做示範性的實施，如落實雲端審查執照機制、雲端地籍資料

庫建置等；中部房地產相關產業推動豐富，可以建設相關應用進行中下游產業的廠

商資料庫整合推動；而南部的豐富傳統產業背景導致推動遲滯的狀態，可透過雲端

連線與資訊交流層級推廣 BIM 基礎運用與在地化專用模板的開發。政府單位可成

立 BIM 雲端作業專案小組，招集相關公司開發公部門雲端平台，提供給建築產業

使用，以審照流程簡化或其他獎勵機制鼓勵建築產業使用，並提供雲端資料庫。 

 

建議二  

BIM 雲端作業案例實作研究： 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中華民國全國建築

師公會、臺灣建築學會、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臺灣科技大學、成功大學建築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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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目前世界性各種產業的迅速更迭，提高產業工作效率為目前各產業皆持

續強化的核心目標，透過機械與自動化的運算以減少人力的耗損為目前的常見方式

之一，但由於建築設計與營建產業多數工作會因為人、事、時、地、物等各種可能

性產生各種無法預期的突發狀況，非如工業產品的固定參數與步驟產出；因此，雲

端工作模式正可彌補目前設計與營建產業的圖說與營建工作時間差，研究團隊可透

過國際案例，以及參考本研究所分析歸納之使用區段分類：（1）設計階段的資訊

協同作業（2）設計接續施工管理階段的雲端協同作業（3）施工營建階段的雲端協

同作業（4）營運管理的雲端作業（5）審查機制雲端作業（6）雲端元件整合平台

以及訪談深入探討雲端產業目前與未來的工作模式，提出至少三種類型的工作範

例，建議將工作範例分為： (1) 資訊軟體公司、(2) 工程顧問公司、 (3) 建築設計相

關公司，並個別提出至少一種工作流程與範例，提供即將導入雲端工作模式的公司

參考與執行，提高公司競爭力也提升臺灣與國際接軌的機會。未來課題將由實際案

例進行先趨建議，並由研究者與相關公司建立推廣與合作關係，由 BIM 建築相關產

業雲端推動實務發展，並於研究成果提出實際範例模組流程及實際公司運作之相關

挑戰與過程記錄，以作為後續導入之相關公司的範本與建議。 

 

 

圖 1-1 各階段建築相關產業流程圖 

(本研究繪製) 

建議三  

以 BIM 科技推動 AEC 4.0 創新產業 Living Lab： 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內政部營建署、科技部 

協辦機關：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中華民國公共工程

資訊協會 

在推動 AEC4.0 計畫草擬過程中，必須與國家現正推動的雲端應用與物聯網

IoT 結合，招集有意協助推動之業界廠商企業，進行 Living Lab 實際推動計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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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與目前建研所推動的「永續智慧社區創新實證示範計畫」結合，導入 BIM 到實

際的場域，並蒐集產業界意見，參考使用者經驗加以修正。具體的建議為：(1)選

定一個公有單位、校園、或園區場域設定為 Living Lab，進行 AEC 4.0 的實際操

作，可參考建議二提供之政府單位協作流程，演練操作項目包括雲端應用與物聯網

IoT 應用在智慧生活、智慧建築、設施管理、智慧節能、智慧交通等、(2) 透過

Living Lab 雲端平台與場域的物流系統、晶片系統、管控系統結合，所記錄的資料

包括 BIM 模型、設施資料、營運資料，測試使用並歸納使用心得與發展願景；可

透過 Living Lab 的實作應用，定期展示成果，整合參與廠商的技術與協作績效。

Living Lab 專案規畫小組應整理蒐集平台設計與使用者心得蒐集之研究調查報告，

在架構設定一開始即保留可擴充至其他相關產業或應用化之空間，使專案推行內容

具有繼承性，並能夠不斷延續發展。 

建議四  

BIM 導入舊建築再利用以點雲技術研究暨實務演練： 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協辦機關：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中華民國公共工程

資訊協會 

點雲是將 BIM 帶往建築生命週期中，在完工與維護、營運階段的重要技術。

可以更精確地從場地勘查、施工檢核，到最後完工驗收作完整的查核，根據 BIM

資訊的內容也能達成法規上的自動化確認，其研發的技術也具有產業發展的潛力。

建議可由舊建築改建或空間再利用方面開始著手，運用點雲技術展示舊建築再利用

前與後之演變，保存修復與再造的建築資訊與工作流程；尋求協作廠商開發公用平

台與技術、並研發可供業界購買或租用的設備與服務，從實務面導入點雲技術，將

BIM 推行方案與實務面做精確的連結。建議流程為：(1)舊建築維修前樣貌現勘，

並用點雲紀錄維修前樣貌；(2)在 Revit 中可進行現況與計畫興建建築之模擬樣貌；

(3)在施工期間用點雲完整記錄；(4)完工後將整套流程串接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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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BIM、Cloud Platform、Industry 4.0 

I. Background 

In recent years, the concept of Industry 4.0 is proposed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 

and led the global to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directly. The Industry 4.0 is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around the world immediately as the Germany is the leader of 

industry in the world. Taiwan’s government is also actively developing the national 

high-tech strategies of Industry 4.0 for future and expected to integrate three major areas 

that ar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to promote the fo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national level research of cloud BIM pilot applications and plans of industrial 

upgrade strategies to integrat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Cloud Computing, Big Data to 

upgrade the AEC industry to Industry 4.0 with BIM, at the same time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y which has become a national priority for th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 trendence of world are: (1)BIM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and rules, (2)BIM knowledge integration platform, (3)BIM green 

architectural design, (4)BIM intelligent facilities management. 

II. Research methods and process 

The first step of BIM cloud advanced application  is to develop a roadmap of short-

term, mid-term and long-term of BIM cloud development. And taking tests between BIM 

cloud data base and platform, integrating the results of visiting and meetings to compose 

the explaination of road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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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search addresses three perspectives of BIM object development: 

i. To elaboration the roadmap and mechanism of BIM cloud  development, and 

ii. To test the application of BIM cloud projects, and 

iii. To visit and interview companies. 

III. Key findings 

In the past few years, cloud platform became a collective process of all tendences, 

3D cloud integration visualize platform will be the next working generation with 

IOT ,Smart disclosure, Smart manufature and maker movement. We should consider the 

framework and solving scheme.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search includes of: 

1. An example of building antecedent of BIM cloud based technique. 

2. Take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generic cloud software as examples to explore 

domestic BIM collaboration platform prototype. 

3. Classify cloud industry with scale to carry out pratical exercises, promoting 

integrated design process, urban and environment by design unit. 

4. By connecting the cloud server with cloud industries to integrate the use of 

terminal owners, management -oriented, IOT integration amd industrial 

management, the results can become the leading example od operational 

management. 

The development type of the research includes of: 

1. Rule Checking Architecture （Building 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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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ocess Planning, Scheduling & Simulation （Model to Build） 

3. Laser Surveying （Build to Model） 

4. Off-Site Prefabrication （Construction Productivity） 

IV. Suggestions 

Suggestion one : Domestic BIM Cloud Application pioneer Application Strategy 

Blueprint workshop . (Feasible Immediately) 

Organizers: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Research Institut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   Public Construction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Co-organizer: Taiwan Architects Association.  Taiwan Architecture & Building Center.  

Chinese Public Works Engineening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Architectural Institute of 

Taiwan. Taiwan Construction Research Institute. Taipei City Hall.  New Taipei City Hall. 

Taichung City Hall.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ere has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BIM technology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all area of the AEC in Taiwan, but lack of the national stands and policies to 

define the process. The research team can invite professionals to hold Roadmap 

workshops in Taipei, Taichung and Kaohsiung. This research project provided an 

example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process, the steps as the list: (1) Setting short-term, mid-

term and long-term aim, (2) Prepare the frame work of development fields, (3) To invite 

scholars and professionals of the relevant fields to provide advice and discuss, (4) To 

integrate and sum up opinions to a guide of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 Roadmap workshop will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the challenges of the main issues. Due to the leading development of Taipei and unclear 

policies in Taichung and Kaohsiung, these activities could attract attention by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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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suggested the Roadmap Workshop in each region should be developed as 

follows: (1) The discussion of BIM can be applied to the industry. (2) The application 

and promotion in local fields (3) The BIM connection between cloud developments and 

several regions, (4) regional counties and cities of the industry alliance and challenges (5)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strategies and plans. For example, Taipei has rich technical 

personnel; government units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IM technology and cloud-

related programs, and by the local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unit to do demonstration 

implementation, such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loud checking, cloud cadastral database. 

Taichung has rich amounts and development of real estate, promoting the BIM 

applications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integration of manufacturers’ 

database. Moreover, the rich background of the Kaohsiung traditional industry and 

manage thought is the difficulty to promote. However, we cloud promote the BIM 

through the cloud connection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making templates for users. 

Suggestion two: BIM cloud practical projects case study . (Feasible Immediately) 

Organizers: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Research Institute,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Co-organizers: National Architects Association , Taiwan Architecture & Building Center, 

National Architects Association, Taipei City Government,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ue to the rapid change of various industries around the world, improving the 

industrial efficiency is the goal of all industries at present. It’s common methods to 

reduce manpower consumption through the operation of machinery and automation. 

However, Most of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work of the industry could 

happen unexpected conditions because of people, things, time, place, material and other 

possibilities. Therefore, research team can separate types to: (1) Collaboration of design, 

(2) Collaboration of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hase, (3) Collaboration of 

construction, (4) Cloud application of management, (5) Checking system of clou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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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 cloud platform. Research team should provide at least three types of work 

example: (1)IT software company, (2)construction and consulting company, 

(3)architectural design company, and provide a process and example for each type as the 

suggestion and template. 

Suggestion three : Promoting the Living Lab in AEC 4.0 by BIM technology . 

(Feasible Immediately) 

Organizers: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Research Institut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R.O.C. 

Co-organizer: Taiwan Architects Association.  Taiwan Architecture & Building Center.  

Chinese Public Works Engineening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During the AEC 4.0 planning, the Cloud applications have to connect the IoT 

service, and the plan host has to congregate the companies to promote the Living Lab 

plan. For suggestion, the Living Lab can be planned to involve with the processing 

“Sustainable Smart Community Innovation Demonstration,” imported BIM to the 

practice. The specific step is: (1) Choosing a campus or an area to operate the AEC 4.0 

project, referencing the suggestion two, the project including cloud applications, IoT 

applications, Smart architecture, facility management, energy saving, smart traffic, etc. 

The recorded database included BIM models, facilities database, operation database, and 

then testing the process, inducing the users’ experience. According the Living Lab 

projects, displaying the achievement usually, integrating the technologies and 

performance of the involved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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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 four : Importing point cloud in the old building reusing and practicing 

operation . (Feasible Immediately) 

Organizers: 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Research Institut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   Public Construction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Co-organizer: Taiwan Architects Association.  Taiwan Architecture & Building Center.  

Chinese Public Works Engineening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Point cloud is an impartment technology to leading BIM into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in building life cycle. It causes the site survey, construction inspection and 

completion acceptance more accurate. According to the BIM information, automatizing 

the rule checking. Suggestion is old building reusing, by the point could technology, 

displaying the process of remodel. The specific step is: (1) Surveying the site before 

remodeling with point could, (2) simulating the reusing model in Revit and the old 

building, (3) recording the entire construction, (4) presenting the whole process while 

compl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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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近年來，德國政府提出「工業 4.0（Industry 4.0）」的概念，間接帶動全球第

四次工業革命的契機，德國身為全球製造業龍頭，工業 4.0 的概念提出之後，立刻

受到世界各國的矚目，國內政府也積極擬定工業 4.0 為國家未來之高科技戰略，預

期融合「物聯網（IoT）」、「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大數據（Big 

Data）」三大領域，推動第四次工業革命。 

 

圖 1-1 AEC 產業 4.0 = BIM4.0+生產力 4.0 

（由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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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BIM 技術逐漸帶動國內建築產業升級與策略發展優勢，一直是世界各國政

府努力的方向，國內過去幾年經過產官學界的推廣與努力，逐步看到國內 BIM 技

術發展的成果，國內未來 BIM 發展極有可能朝工業 4.0 的方向匯流，原因有三

（圖 1-1）： 

1. BIM 建模產生建築生命週期的巨量資料（Big Data），目前這些巨量資料

具有內部參數的關係，但是缺乏應用端的研究； 

2. BIM 雲端作業已經開始，Autodesk 軟體大廠已經積極開發雲端作業系統，

即將於 2016 年推出雲端作業系統，目前已經有少量雲端軟體提供服務，

世界各國之 BIM 元件庫也逐步推向雲端服務，BIM 雲端作業已經成為未

來趨勢，但國內尚未形成風氣； 

3. BIM 設施管理已經是未來應用的一大版圖，未來 BIM 設施管理勢必倚靠

物聯網（IoT），進行虛實整合的網路管理系統，剛好與工業 4.0 的目標一

致。 

基於以上三大理由，如何以國家的高度層級，研究 BIM 雲端作業之先導應用

與 AEC 產業升級策略規劃，融合「物聯網（IoT）」、「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大數據（Big Data）」三大技術領域，利用 BIM 技術提昇 AEC

產業升級 4.0，同時帶動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已經成為國家科技發展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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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背景 

一、研究背景說明 

何謂工業 4.0？簡單的說法就是，透過物聯網、雲端技術和大資料分析技術，

為產業帶來加值的效果，工業 4.0 不只在科技、技術進步中展現，背後大量數據分

析和應用，更是產業創新與經營的重要基礎，目前國內政府將工業 4.0 聚焦於網

路、製造、工廠等虛實融合系統，雲端運算與大數據之應用則集中於能源、醫療、

商業等應用，但是忽略了傳統產業最重要的「建築、營造、工程」（AEC）等傳統

領域的科技應用，AEC 產業未來勢必融合物聯網、雲端運算、大數據三大領域，

成為工業 4.0 的另一塊版圖，而真正能夠融合這三大科技領域，引導 AEC 走向高

科技產業的就是「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技術

（圖 1-2）。 

 

圖 1-2 BIM 與工業 4.0、雲端運算、物聯網、大數據之間的發展脈絡關係 

（由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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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IM 國際發展趨勢主軸 

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近年來已是全世界各國 

AEC 產業最關注的議題,運用 BIM 的技術與管理,帶動建築產業策略發展優勢,更是

各國政府努力發展的方向，國內從政府端的規範推動為主軸，設計單位執行專案的

流程調整，以及工程單位對應實務工程的專案管理與施工前期碰撞檢查等，目前政

府、產業、學界對於 BIM 的推動逐漸匯流，共同推動 BIM 以因應 AEC 建築產業

的迅速改變，分析國際近年來 BIM 的發展趨勢，可約略歸納整理為四項主軸（圖 

1-3）： 

1. BIM 資訊與規範管理，由政府端推動，政策導向、產業驅動，目標是建立

一個建築生產履歷(Barlish & Sullivan, 2012; buildingSMART, 2013; Deutsch, 

2011; C. Eastman, Teicholz, Sacks, & Liston, 2011; Lee et al., 2012; Sanguinetti 

et al., 2012; Weygant, 2011)；  

2. BIM 知識整合平台，主要由工程營造端負責推動，技術導向、軟體驅動，

目標是 AEC 工程專案模擬(Hardin & McCool, 2015; Jung & Joo, 2011; 

Kensek & Noble, 2014)； 

3. BIM 綠建築設計，由設計端推動，性能導向、資料庫整合，目標是整合多

元化設計流程、都市與建築環境同步規劃(Aksamija, AP BD, Mario 

Guttman, Rangarajan, & Meador, 2013; Caffi et al., 2014; Garber, 2014; Kensek 

& Noble, 2014; Klaschka, 2014; Kriegel & Nies, 2008; Lévy, 2011; Lin & 

Gerber, 2014; Wong & Zhou, 2015)； 

4. BIM 智慧設施管理，由使用端的業主推動，管理導向、設施 IOT 整合，目

標是設施管理、物流系統的整合管理(IFMA, 2013; Wetzel & Thabet, 

2015)。 

 

圖 1-3 BIM 的發展現況分析 

（由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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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來，BIM 的國際發展從 BIM 資訊與規範管理、BIM 知識整合平台、

BIM 綠建築設計流程、BIM 智慧設施管理的四大趨勢，逐漸匯流到一個雲端 3D 作

業平台，未來的建築作業變成一個 3D 視覺化參數整合流程，以新的電腦介面做設

計與工程知識模組的系統整合，加上結合物聯網（IoT）及智慧披露（Smart 

Disclosure）之新一代智慧建築發展、以及智慧製造（Smart Manufacture）與創客

運動（Maker Movement）的熱潮，這樣的趨勢，迫使我們有必要提早思考 AEC 產

業 4.0 四位一體的策略架構與解決方案。 

過去 20 年來，美國 AIA 與英國 RIBA 等建築協會無不積極發展 BIM，甚至提

升到國家科技政策的層級，美國發展 BIM 受益的除了 AEC 產業之外，還帶動了軟

體產業的蓬勃發展，英國發展 BIM 轉成由公協會來帶動中小建築企業，轉型後的

產業可以帶動經濟復甦，新加坡利用 BIM 審照制度，意圖反轉 E-Government 政府

的效率，那麼臺灣推動 BIM 如何帶動產業升級與經濟翻轉？這是臺灣必須思索的

問題，臺灣是一個小型的經濟體，發展 BIM 除了提昇建築的品質，新建建築物的

產值太小，應該思索前瞻科技如何在建築 BIM 雲端資料庫與物聯網的實踐，以建

築 BIM 創新平台所帶動創新產業的鏈結。  

近年來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對於推動 BIM 不遺餘力，BIM 相關研究計畫包括

《BIM 應用於建築節能評估的實務與策略》、《BIM 導入臺灣綠建築設計案例實

作研究》、《國內 BIM 元件通用格式與建置規範研究》、《應用 BIM 輔助建築設

施管理之國內案例探討》、《BIM 協同作業指南研訂》，在國際與國內 AEC 建築

產業界逐步推向雲端服務之際，有必要開始進行 BIM 雲端作業之先導研究與 AEC

產業 4.0 升級策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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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重要性 

本研究計畫之重要性包括： 

1. 針對國內 BIM 雲端發展與需求，進行相對應雲端技術的資訊與規範管理探

討，以政策導向、產業驅動以建立一個建築生產履歷的探討範例。 

2. 針對目前國際通用的雲端軟體，進行國內 BIM 協作平台的整合平台雛形探

討，可做為未來工程專案模擬的前導範例。 

3. 針對雲端產業的規模分類，進行專案實際演練，由設計端進行推動與整

合，推動整合多元化設計流程、都市與建築環境同步規劃的流程雛型。 

4. 藉由雲端伺服器與雲端產業的連結進行使用端的業主推動，管理導向、設

施 IOT 整合，搭配產業管理的後續推動，可作為相關營運管理產業的前導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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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計劃的研究目的乃是進行 BIM 雲端作業之先導應用與 AEC 產業 4.0 升級策

略規劃，在進行之前，我們首先就目前國內發展 BIM 雲端作業的可行性，從建築

生命週期的應用作一分析整理： 

首先，在設計階段，「建置 BIM 元件庫」是第一個可以上雲端應用的作業，

國內建築中心目前開始以廠商為主，建置 BIM 通用產品元件庫，各產業公會也開

始思考整合 BIM 元件庫，分享服務給會員，然而在大型的顧問公司與建築師事務

所早已經有自己公司內部的元件庫，臺北市與新北市政府也逐步建置建築執照送審

法規需要的元件庫，未來這些元件庫如何在雲端資料庫建置公有雲與私有雲，得以

相互分享與開放創新，是建置 BIM 元件資料庫的一個研究議題；其次，「建築設

計流程的標準化作業」也是可以利用雲端進行遠距協同合作與流程管理，國內已經

有少數廠商開發出雲端的解決方案，但是只限於少數測試階段，尚未普及到所有的

事務所；再者，縣市政府的「圖文資訊管理服務平台」包括建築規劃設計專案所需

圖文、審議作業整合、地理資訊系統整合等，都可以利用雲端作業加速政府的服務

效能。 

在送照/送審階段，臺北市的「都市開發審議」與新北市的「建築執照審查」

作業，已經開始推動 BIM 的應用計畫；國內建築中心執行的「綠建築標章」與

「智慧建築標章」評定審查作業，囿於審查制度的繁瑣，目前尚未進行無紙化作

業，未來應有潛力與 BIM 結合進行雲端作業，以節省作業人力及資源，解決建築

師與業主繁複作業之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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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工管理階段，國內營建工程廠商已經部分導入「施工自主管理雲端 APP

程式」，透過工地人員定期拍照存檔，監督工程之管理，演繹營建管理新模式；政

府部門，期待開發「施工勘驗無紙化系統」之雲端平台雛型。 

在設施管理階段，BIM 雲端應用分為「建物管理」、「生活服務」、「資產

管理」三大應用系統，建物管理包括建物基礎設施監、能源監測、安全監控等；生

活服務包括健康照護服務、物業代辦、事務管理及諮詢等社區生活服務網；資產管

理包括物業管理、設施使用與維護等服務。 

表 1-1 國內發展 BIM 雲端作業的潛力分析 

 

政府 

 

BIM 元件庫 

 

 

圖文資訊管理服

務平台 

綠建築標章 

智慧建築標章 

 

都市開發審議 

建築執照審查 

 

 

 

施工勘驗無紙化

平台 

 

建築產業 

設計流程管理平

台 
  

 

營造產業 
  

施工自主管理 

雲端 APP 

 

業主 

   
建物管理平台 

生活服務平台 

資產管理平台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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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分析國內發展 BIM 雲端作業的潛力（表 1-1），本計劃預計執行的

目標包括： 

1. BIM 國際研討會（整合國際發展案例與知識推廣） 

 邀請 BIM 國際知名教授演講 

 整合國內產業與學界知識並作為推廣平台 

2. BIM 雲端作業之先導應用 

 調查國內 BIM 雲端作業的現況 

 調查國內與世界雲端應用軟體的現況 

 分析國內 AEC 產業進入雲端作業的機會與挑戰 

3. AEC 產業 4.0 策略規劃研究 

 AEC 產業 4.0 SWOT 分析與策略擬定 

 AEC 產業 4.0 Roadmap 擬定推動架構 

 BIM 設計營造作業、BIM 元件庫、BIM 審照、BIM 設施管理之虛實整合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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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進度步驟與進度 

「BIM 雲端 4.0」雲端資料庫的架設與「業界現況回顧與案例調查」作為本研

究案的兩大方向；其次，「雲端資料庫架設測試」主要進度規劃為測試雲端進行遠

距協同合作與流程管理之相關方式則會以業界訪談結果相互整合進行修正考量

（圖 1-4）。 

 

圖 1-4 研究步驟、架構與流程圖 

（由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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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研究進度規劃 

(本研究繪製) 

月次 
 

工作項目 

第 
1 
個 
月 

第 
2 
個 
月 

第 
3 
個 
月 

第 
4 
個 
月 

第 
5 
個 
月 

第 
6 
個 
月 

第 
7 
個 
月 

第 
8 
個 
月 

第 
9 
個 
月 

第 
10
個
月 

第 
11
個 
月 

備註 

準備階段             

文獻收集、
研擬調查方

針 
            

雲端架設與
測試 

            

專家訪談與
問題彙整 

            

期中報告 
資料彙整與
辦理審查 

            

辦理第一場
BIM國際研討

會 
            

辦理第二場
BIM國際研討

會 

            

辦理第一場
專家座談會 

            

雲端作業應
用測試 

            

辦理第二場
專家座談會 

            

期末報告 
資料彙整與
辦理審查 

            

成果報告 
資料編纂與
辦理驗收 

            

預定進度 
（累積數） 

4% 8% 16% 28% 44% 60% 72% 80% 88% 92% 100%  

 
１工作項目請視計畫性質及需要自行訂定，預定研究進度以粗線表示其起訖日期。 

２預定研究進度百分比一欄，係為配合追蹤考核作業所設計。請以每 1 小格粗組線為 1分，統計求
得本計畫之總分，再將各月份工作項目之累積得分（與之前各月加總）除以總分，即為各月份之預

定進度。 
３科技計畫請註明查核點，作為每 1 季所預定完成工作項目之查核依據。 



 

BIM 雲端作業之先導應用與 AEC 產業 4.0 升級策略規劃研究 

12 

 

 



第二章 BIM 未來國際研討會 

13 

 

第二章 BIM 未來國際研討會 

過去幾年來，BIM 建築資訊模型在全球各地已經蔚成一股不可忽視的趨勢，

BIM 具有連結 3D 建築模型到各種分析工具的能力，可以提高精確度、降低錯誤、

同步化設計、提高能源效率、促進永續發展，已經逐步在全世界被廣泛的應用在建

築生命週期的專案設計工程整合，BIM 不僅是一項技術變革，同時也是程序上的

變革，如何運用 BIM 技術於臺灣本土的產業，提昇臺灣產業的全球競爭力，是臺

灣當務之急。 

2016 年 3 月 15、16 日，由內政部建研所指導，舉辦臺灣 BIM 未來研討會，

眾多來自學界與產業界的專家學者齊聚一堂，發表各自研發的成果與學術研究，彼

此分享，互相交流，一同引導 BIM 產業的發展茁壯。本研討會特別邀請到 BIM 教

父，Chuck Eastman 擔任 Keynote speaker 主講人。Chuck Eastman 從源頭引領入

門，AEC 革命帶動一連串產業技術與理論的革新，從建築結構到 MEP，各環節間

相互影響，連鎖反應，理解各種技術發展的原因與目的，透過全面性的思考與檢

討，有效帶動 BIM 的未來發展。 

 

圖 2-1 BIM 未來國際研討會(臺北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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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BIM 未來國際研討會(臺南場次) 

Chuck Eastman 介紹了許多 BIM 的相關研究，引導正確據有調理性的架構，勉

勵臺灣的相關研究者與從業人員可以前進的空間，並提出綜觀而言汽車科技發展可

視為一種「滾動式的革命」（Rolling Revolution）。Chuck Eastman：[ Is the same 

rolling revolution going to happen in AEC？]，相對於汽車工業的發展，建築營造產

業的革命目前是處於緩慢進行的狀思考 BIM 的發展不該侷限在施工或者設計階

段，BIM 的滾輪革命仍持續進行中，未來可能朝更多元的方向發展，牽動更豐富

的產業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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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BIM 臺灣未來研討會重點截錄 

一、Keynote Speaker: When Will the Revolution End? 

Chuck Eastman 在一開始以車輛的發展演進作為出發點，帶動了一連串工業革

新，製造業的工業化逐步在汽車工業、航太網絡、機械系統等領域展開，使產品在

製造之前，可以透過電腦建模的多次修改與調整。這種方式也稱為虛擬設計與建造

（virtual designing construction），是一種在 4D 環境中測試設計想法的概念，提供

設計者隨著設計發展過程，不斷將業主想要的特色加入設計中，使整體達到更好的

境界。該如何進行可以有效率的達到目的，以及面臨哪方面的問題，可以在這個方

面思考研究。 

 

圖 2-3 BIM 未來發展趨勢的重點 

(C. Eastma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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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huck Eastman 的演講中，提出了四個 BIM 未來發展趨勢的重點（圖 

2-3），分別為： 

1. Off-Site Prefabrication（模組化、單元化建造） 

2. Build to the Model（按模型施工） 

3. Scheduling and 4D Simulation（排程管理與施工模擬） 

4. Model Checking（自動化模型檢核） 

以下對此四點做進一步的摘要說明： 

1. Off-Site Prefabrication（模組化、單元化建造） 

模組化的工法在產品工業化中被大量應用，一輛汽車或一艘輪船的組件可能

來自許多不同的組件工廠生產，透過精密的圖說與規範可以順利組裝生產出貨，在

建築的建造上，模組化建築的想法則還沒被完全落實，若能提供據有充分資訊的

3D 模型，工地便能產生圖面將建築物一次拆解為許多組件並加以組裝。這是實際

又有效率的做法，可節省時間、減少風險，使每個組構的環節都如預期，透過

BIM 建築設計可以朝這個方向發展，目前開始有案例以模組化工法做為簽約條

件。 

如圖 2-4 中，某醫院正在按其空間計畫，組裝預製好的空調管線組件，這種特

殊的預製式工法帶來最大的優點是而節省時間，藉由生產線工作臺快速組裝，減少

工地現場工作的堆積，並帶來更精確、低誤差的高品質產品。經由安裝及維護的整

體評估並發現：預製所需耗費的費用及時程幾乎與非預製方式相同。下圖右中為一

位於紐約市的案例，照片中呈現管道支撐系統及防震接頭透過 Navisworks 模擬和

預製工場成品照片幾乎完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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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某醫院利用之模組化工法 

(C. Eastman, 2016) 

以下還有模組化構造方式的案例，因外部產品的附加價值帶來整體價值相對

比例的增加。如圖 2-5 中的整體式衛浴、Amstard Federal 造船公司的郵輪單元化組

屋等都是已實現的案例。未來預製產品將佔發包金額越來越多的比例，建築物上的

花費多半只需用於拼補接合這些堆積的預製單元，產能增加也使投資成本較快回

收。如圖 2-5 右為一處在美國 Minneapolis 之醫院案例，由模組化式雙人病房單元

所吊裝組合而成。 

 

圖 2-5 Amstard Federal 造船公司的郵輪單元化組屋 

(C. Eastma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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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uild to the Model（按模型施工） 

透過雷射掃描來追蹤施工現場與模型的差異。如下圖左上，美國國家標準技

術協會(NIST) 提供給我們一個平面，其中有置入一些消防系統，並依現有結構及

柱位加以安排。完工時，在空間頂部安裝實物攝影掃描機來檢測實體放樣控制精確

度。「依模型施工」這件事，也可在許多傳統的工作上得到發揮，TRIMBLE 公司

所提供的一項技術服務稱為 Total Stations，此技術即是透過掃描設備校正作為模型

驗證系統的量測工具，此系統可將 3D 模型中任何一點轉換為建築物目前所在位置

的座標，減少人力負擔，現場只需一人帶著表單即可檢測雷射所指位置。電腦模型

和現場能產生同步的連動，現場量測數值亦可回饋到模型端進行同步修正，增加施

工精度。未來可引進機器人來協助進行相關的作業，這部分將帶來大量機會，可提

供未來對於增進建築物最佳化的需求。過去碰撞偵測若不使用平行投影，很難找出

特別衝突的位置，今天 BIM 應用帶來的便利性，從幾何資料正確性到碰撞偵測都

可做到，許多技師並不需親臨現場，只須透過碰撞偵測表單便可修正。透過建材屬

性正確輸入也使我們能夠即時估價，並在處理衝突情形時做出前十大優先處理的決

策。 

通常接頭細部大樣圖都非常複雜而難以閱讀，若能以 3D 呈現，能將資訊整

合，使易於理解。模組化常針對不同系統建構不同的模型，透過營造過程中縮時動

畫來檢測錯誤確保安全。有些系統則專門用來整合多個模型並檢測空間衝突點。要

使建築物透過 3D 呈現，我們必須以結構體接點資料為基礎，取得可逐一檢查的參

考座標，將所有的資料透過碰撞及一致性檢查，放入單一的座標系統中。結果使我

們可以能控管各種衝突狀況的產生，防患圖面不一致、圖面間無法銜接的災難於未

然（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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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雷射掃描完工建築至模型 

(C. Eastman, 2016) 

3. Off-Site Prefabrication（模組化、單元化建造） 

依照建築工業化發展構想的泡泡圖中，BIM 也發展出「每日進度追蹤 （Daily 

tracking of progress）」這項應用；透過解析度設定、工地現場的許多自動化機器

人，可根據工期進度表進行 4D 追蹤、建築安全追蹤、廢棄物追蹤等。隨時保持正

確的 4D 模型有助於更快找出異常及錯誤，可有效進行品質控管。藉由 3D 模型與

時間的整合成為 4D 模型，我們可以直接在模型中加總錯誤所需付出的代價，並檢

討對預算、利潤及違約贖金等相關問題（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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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建築 4D 模型 

(C. Eastman, 2016) 

持續更新 4D 模型還有許多潛在的益處：（A） 可對後續工作提供更好的規

劃；（B） 查驗設計及工期進度變更的異常之處；（C） 支援自動化流程模擬及後

續的自動化作業，例如：自動無人吊裝作業、自動材料運送、區域性機器人設置、

改善物流統合調度、提昇安全計畫等。 

4D 模擬如同過去透過多重網格分析法 （MGM Analysis） 事先檢討設計案的

預算是否難以負擔， 4D 模擬雖然也相當耗時，但可以藉由許多關聯性將複雜流程

聚集整理，使其與目前進度產生互動，因此導入大量的關聯性確保所設計的建築物

能安然進行。在施工端，進度管理所帶來的限制影響工期中每時每刻所具備資源及

能力。藉由建築模型和施工進度的關聯性限制，使模型 （model） 及流程 

（process） 互相對映後，所有議題可以一併提出檢討，例如：不斷產生的廢棄物

回收、機具及材料堆放空間不足、施工搬運動線衝突擁擠等問題，都可以透過施工

流程的展開，使建造程序合理化（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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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建築時程與 4D 模擬 

(C. Eastman, 2016) 

另一和溝通相關的面向，即是傳統 AEC (建築/工程/營造)產業生產力與營建工

業生產力的比較。如圖 2-9 之統計圖表可以說明營建業產值相當低且有逐年下降之

趨勢；反觀製造業產值則穩定成長。營建產業必須思考如何透過創新來提昇生產

力，例如：使用雷射掃描(laser-scanning)等設備，或是儘量結合製造業的預製優

勢。因此無疑地目前的立即性需求即是透過創新技術來提昇生產力，並建立創新研

發機構以加速技術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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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營建、製造業產值之趨勢 

(C. M. Eastman & Sacks, 2008) 

若我們觀察營造業中各個不同的工種，可以發現目前所有的承包商必須在現

場進行所有的安裝。提供整棟建築物的模組化混凝土版製造商也可以說是營造業的

一部分。帷幕牆或模組化混凝土產品，在工地現場以外的工廠做好的，就稱為製

造；而在工地現場製作完成的，就稱為營造。圖 2-10 中為引用自 1990 年美國商業

普查的圖表，左上圖比較施作建築物外層的玻璃及門窗承包商、以及玻璃及門窗的

製造商在獲利曲線上有明顯差異。近 10 年來，製造商生產力不斷提昇，但現場承

包商的生產力則停滯甚至降低。這趨勢也說明了求職者應慎選具有獲利前景的行

業。採用工廠大量預製並運用 BIM 技術以增加產業生產力的公司，通常薪資行情

都高於此行業一般平均水準。目前建築業處於工廠製造與現場施工兩者混用的狀

態，選用配比帶來的影響應可被追蹤。任何一項創新科技對於整體工程帶來的效益

都應可被追蹤。 

P = 生產力   

V = 總體價值/

年 

n = 人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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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1990 年美國商業普查圖表 

(C. Eastman, 2016) 

4. Model Checking（自動化模型檢核） 

「自動化模型檢核」是目前全球 BIM 主要著力的議題，法規檢討、4D 追蹤、

建築模擬、隨時間變化的 3D 建模等工作，希望很快都能深入到以「日」為單位，

到竣工時所有的變更及施工誤差，都可以透過模型紀錄各樣屬性，進行每天的資料

回溯與檢討。 

建築資訊模型提供了門窗等預設元件更多的插入提示，協助設計者畫出一些

更好的配置方案。然而對於細部大樣等究竟需要提供到多詳細呢?建築設計規模越

大越複雜，規則檢測(rule-checking)工作就變得越重要。導入規則檢測必需考量業

主既有的工作傳統，同時必需包含三階段步驟：(1) 釐清本專案模型中檢測需求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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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及所在位置，並參考各種用途建築中的相關例證，檢討檢測內容必要性；(2) 確

認所有要檢測的規則內容；(3) 如何在檢測規則中加入解說，使模型檢測遇到錯誤

時了解如何修正。以上步驟都需掌握容易使用、容易為新專案導入規則等原則。相

較於人工檢測，自動化檢測需要先提供充分的資料，包含：空間計畫、設備需求、

建築防災附屬設施及相關法規等。 

 如圖 2-11 左為牆面之間自體互相交叉的模型檢測案例；右則為空間物件遺

失的檢測案例，這是最常見的錯誤。當我們使空間範圍外顯，所有未指定用途的閒

置空間便突顯出來，以便能進一步確認其空間分類，究竟是法庭房間或衛浴空間?

大部分透過這樣的錯誤搜尋，都能使空間用途得到正確的指認與定義。 

 

圖 2-11 模型檢查 

(C. Eastman, 2016) 

規則檢測–以 BERA 工具為例 (Rules Checking - BERA Language Tool v.1.0) 

韓國漢陽大學教授 Jin-kook Lee 進修期間曾撰寫一關於規則檢測的語言工具，

稱為 BERA，利用大量規則對建築物空間及動線進行檢測，此工具後來也曾為新加

坡所引用作為模型測試。如圖 2-12 右圖是利用 BERA 工具，透過空間計畫規則，

來評估所有建築物中屬於研究部門的空間，檢測結果呈現只有呈現綠色的三個空間

是合格的，其餘黃色部分則未通過檢測。圖 2-12 中左上角是空間分類的複數查詢

介面，這是一種支援 GI地理資訊查訊的物流規劃語言(logistic planning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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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析使用者需求及平面配置規劃。當某人搜尋該部門的影像時，軟體可產生呼叫

聯結 3D 檢測系統。 

 

圖 2-12 BERA 工具使用 

(C. Eastman, 2016) 

圖 2-13 左為某特定空間到達所有空間的可能動線查詢，藉此可求得最大步行

距離、深度、轉彎次數等。因應物流應用於 BIM(logistic BIM)之需求，在平面上開

發 I-ray產生器，目前已有步行距離指標，同時也開發其他相關檢測項目。因此可

以同時產生最多 1 萬條動線路徑來檢討火災逃生出口到各部門的關係。如圖 2-14

右為外牆及相鄰空間的外周區檢測。 

 

圖 2-13 BERA 工具動線查詢 

(C. Eastma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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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些規則來構成建築單元並組裝建造，將設計內容建立在模型上遠比過

去建立在圖面上來得更精確，當人走入 3D 模型，很快便能辨識出哪邊還需要修

補。當 Frank Gehry 剛開始設計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時，他將模型鍵入 Catia 軟

體，驗證設計合理性，使後續的迪士尼音樂廳設計案有標準可循。依模型進行建造

代表著比依圖面進行建造來得精確，因為圖面只是 2D 消點所投射出來的 2D 空

間。 

 

圖 2-14 Solibri 模型檢查 

(C. Eastma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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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放資訊共享與需求導向 

WEBIM (衛武資訊) 雲端化專案管理平台： 

衛武資訊將 BIM 技術帶往多個層面，如雲端技術的發展，線上通話系統、雲

端資料庫的建置、BIM4D、WeBIM Sync、WeBIM Cloud、自動化 Dynamo，以及

搭配 VR 裝置設計的 WeBIM ArchVis，從硬體到軟體，互相搭配使用，利用現代

化的工具提昇 BIM 的實務發展（圖 2-15）。 

 

圖 2-15 WeBIM Sync 系統介面(蘇育智, 2016) 

BIM 環境的全面性架構基礎： 

BIM 的工程執行不只是建模，而是建構協同作業的模式，將階段模型應用於

工程管理的各個階段，包含規劃階段、施工階段至營運階段。其中，如何讓各階段

的使用人員均可熟悉 BIM 模型的操作與利用，是現臨最大的課題。而在管理應用

前所需的資料分析，如劃分、編碼與轉換等過程，即是 BIM 在工程執行上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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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臺灣世曦提出 BIM 的持續應用須有全面性的架構基礎，各個領域共同營運，

使用共通環境，並設定健全的多階層人員的管理架構（圖 2-16）。 

 

圖 2-16 BIM 應用的環境建構 

(李萬利, 2016) 

BIM 生命週期： 

陳志文提出 BIM 在實踐上最重要的概念包含了如何使這項新技術來增進 BIM

產業的進行過程，使應用工具也應不只是個工具而已；再來是 BIM 生命週期的發

展，以及最後 BIM 的協同作業需要由許多人來完成具多重資訊的模型建構。在營

造業中每個案子都各自擁有不同的特色，對 BIM 管理人員或計畫專案人員而言，

擁有最豐富的經驗與技術去幫助業主做決定。模型品質管控的流程上，首先要確定

BIM 所想要達成的目標，再來是建立模型的規則，如立名、圖層規則等，最後才

是模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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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生產履歷與建築使用手冊概念： 

張國章提出建築生產履歷與建築使用手冊的概念，將 BIM 的服務擴及到使用

階段，除了有效提升設計與施工階段的品質以外，也給使用者帶來更多保障，經由

維護管理，使建築產業提供的服務擴及到更廣的領域 

日本的建築管制規則參考汽車產業，有一套配套的措施，除了建造外，也包

括結構、設備未來的修繕或人員金費的確實列出，讓後續所遇到的問題能夠有方法

解決。運用 BIM 提升良率，圖說整合、施工設計用清楚的介面整合、視覺化，降

低溝通斷層，增加品質和精準度。運用雲端資料庫、專案管理平台，以達到資訊透

明、管理即時整合、簡易且清楚。 

  

圖 2-17 透過雲端平台的生產履歷製作 

(張國章,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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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產與研發相輔相成 

WEBIM： 

以設計者角度出發，客戶價值主張思考，獲得助力，並提升生產力。BIM 實

務設計的主要核心價值仍在於專案管理，WEBIM 以數位化、雲端化的技術整合專

案的各種狀況，就管理面設計了許多用以提升生產力的專案管理套件供工作團隊使

用，在進行專案設計建造的同時，修正軟體工具的設計，逐步發展。 

林煒郁： 

林煒郁提供業界經驗，指出臺灣 BIM 發展在地化的重要性，必須符合業界生

態與反應需求，如法規檢討、綠建築評估、施工估算到機電設備的進場與接和都應

該服和臺灣的建築生態，才能有效發展 BIM 的技術。 

例如樓板計算的方式，在國外是非常簡單的，只要計算建築物內的所有範

圍，所以 BIM 軟體可以計算與運作相當快速。但在臺灣受限於獨特的建築法規，

建商為了達到最高的坪效，所以會將 10%至 15%的陽台及走道空間設計於平面核

心區，另外還要考慮機房空間，因此 BIM 系統就會有運算上的困難。 

臺灣位於地震帶上，因此對建築結構設計具有複雜且嚴峻的限制。而 BIM 在

結構上的應用，如 ECS 歐亞電腦發展出一套適用於建造的軟體工具，已受惠臺灣

四百多家鋼鐵製造公司。鋼筋混凝土在臺灣是常見建築工法，ECS 歐亞電腦同樣

也發展出一套適用於鋼筋定位的軟件，可應用在柱、樑及牆的建造上。臺灣 BIM

環境提升上的困難在於執行成本太高，規劃及設計費卻相對過低，未來 BIM 在地

化服務的應用，有很多方式可以進行資訊交換，例如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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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臺灣面積計算雲端運算外掛程式 

(林煒郁, 2016) 

簡秋雪： 

在設計階段的型化以檢討各層機房配置及管線合理化、整合管道間大小位

置、建築結構與機電空間整合回饋，將誤差減到最小達到減省成本。在細部階段的

型化以各系統管路整合（潤泰特有之空間設計理念）、各空間內管線高程及介面檢

討、管道間出管及設備大樣、住戶工作陽台使用空間整合、建築結構與機電裝修空

間整合回饋。施工規劃階段的型化以品管 2D 施工圖繪製、各樓層各系統管線位置

走向、各樓層各管道間管線配置、各樓層各機電設備與空間高程、建築結構與機電

裝修空間整合回饋；竣工階段型化，修正與施工 3D 差異、品管 2D 竣工圖合理

性、現場核對，從設計階段到施工端皆納入整合 BIM 系統，每階段都會有各項會

議，經過不斷確認以確保品質。目前除了預埋暗管還未與 3D 型化整合在一起，其

他如水管等細項皆可整合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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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BIM 未來國際研討會趨勢與展望 

根據 BIM 未來國際研討會的內容與整合過程，本研究萃取其中與雲端 4.0 相

關的內容進行整理，綜合結論如下： 

一、資訊開放與雲端共享的資源整合發展 

透過物聯網的銜接，過往需要點對點資料傳輸的障礙與限制將透過雲端傳輸

的方式解決；對於不同公司的資訊傳輸與資料共享將可以透過軟體，平台與經過加

密與設定的資料庫進行運作，大幅度縮短以往文件與書信往來的等待時間，並且提

供了使用者更具效率的檢驗與資料處理的正確性；然而，資料同步的雲端化也帶來

了不同公司之間的檔案歸檔邏輯與操作方式的磨合期，對於傳統公司的改革尚需時

間進行訓練，雖然短期內會造成局部速度的緩衝期，但是在後期整合專案的效率與

建築生產履歷的紀錄將會有豐碩的資料與成果。 

二、研發專屬程式與管理流程開發 

相較於傳統公司對於抗拒 BIM 的來臨，本次演講的多數公司皆不約而同的成

立 BIM 與程式開發部門，不論是營造廠、工程顧問公司、建築師事務所或是軟體

資訊公司，皆意識到 BIM 在資訊處理與軟體開發的重要層面，雖然各家所專注的

層面皆有所不同，但是對於優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節省人力成本以及進行

追蹤履歷紀錄的共通邏輯是不變的；由此可見，過往被單一軟體或是固定流程的工

作模式即將在未來被軟體的多元性與可開發彈性改革，未來將可自行規劃外掛軟體

與工作標準流程以因應更多元的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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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研討會的講者內容與多元觀點，本研究整理出，並於整體架構中作為本研究案

的研究發展重點： 

1. 智慧化 BIM Rule Checking Architecture  

（Building Automation） 

2. 流程管理與營建模擬 Process Planning, Scheduling & Simulation  

（Model to Build） 

3. 點雲測量技術 Laser Surveying  

（Build to Model） 

4. 建築預製產品化 Off-Site Prefabrication  

（Construction Productivity） 

 

圖 2-19 雲端產業研究發展重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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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BIM 雲端國內外發展趨勢 

國內由內政部建研所辦理之許多項 BIM 相關計畫，已取得許多成果，於 103 年之《BIM

導入國內綠建築設計案例實作研究》、104 年《國內 BIM 元件通用格式與建置規範研究》等

研究案，範圍涵蓋國內 BIM 的實務應用，參考先進國家作法及國際標準，逐步推動建立國內

本土元件通用格式與建置規範，並建立國家元件庫建置的 Roadmap (鄭泰昇, 2014, 2015)。 

隨著 BIM 技術的成熟，國內開始討論 BIM 建築生命週期管理雲端化的應用可能性，

Autodesk 於今年正式發表雲端軟體使用，同時國際上綠建築的研究，開始重視建築使用後評

估、以及碳足跡的計算成熟，加上已開發國家花費在建築物維護的經費，遠超過新建的經費

預算，因此 BIM 發展的目標，逐步轉向建築物完成後，設施管理階段的應用軟體開發，也就

是說在一開始初步設計階段，就要導入設施管理階段的因子，結合物聯網與大數據的 AEC 工

業 4.0 革命即將爆發，面對這樣的整合性發展，BIM 的角色愈形重要。目前國際上的應用研

究，主要偏重 BIM 雲端元件庫開發(Redmond, Hore, Alshawi, & West, 2012; Rowland, 2016; 

Zhang & Issa, 2012)、綠建築設計雲端作業(Aksamija et al., 2013)、施工管理雲端作業(Deutsch, 

2011; Matthews et al., 2015)、BIM 雲端設施管理(IFMA,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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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國內外 BIM 產業發展趨勢與願景 

目前國內外已有多家建築產業公司因應 BIM 發展，自行開發或與軟體專業公司合作，著

手開發 BIM 程式、軟體或系統，結合建築產業與軟體研發，以設計者、施工者、業主等多方

向角度切入，設計更符合專業使用與需求的 BIM 相關軟體。國內的廠商列舉如：衛武資訊

（WEBIM）、易及網、潤泰精密材料；國外廠商有：中國院（CBIM）等接受訪談或提供資

料予本研究案參考與分析。 

以衛武資訊（WEBIM）為例，由傳統建築設計公司，因應業務上的需求，依照設計者的

工作需求，從業者角度思考，研發具有附加價值並有提升設計施工生產效益的套件，並在一

開始就將資訊雲端化，使設計過程中產生據有價值的資料與紀錄能夠零距離與現實生活中的

網路應用接軌，便於達到推廣與傳承的目的。對業主而言降低了專業性的操作門檻，也提高

BIM 雲端化發展之動力。以臺灣 BIM 發展而言，首先必須面對「開發成本」的問題，做任何

研究與開發都需要的資金，衛武資訊將這項成本反映在 BIM 可以替業主帶來的附加價值上，

提升產品對業主的實用性，來獲得必要的開發成本。對 BIM 的發展來說是必要與必須面對的

現實考量。 

 

圖 3-1 衛武資訊專案管理平台(衛武資訊, 2016) 



第三章 BIM 雲端國內外發展趨勢 

37 

 

易及網以網頁瀏覽方式做為基礎，建構 BIM 雲端化的資料庫與使用者介面。易及網所提

供的服務以「雲端化整合」為產品生產方針，利用網頁瀏覽的方式整合，將建築專案的各項

資料整合在雲端。從基本的平、立、剖面圖，到施工大樣圖，甚至是工法都附上詳細的解說

動畫，方便工作人員查找，與職業教育訓練。各個部位結構的大樣圖都可從平面索圖連結，

直接點選需要查看的資訊，同時也提供現場監造自行輸入工程進度，紅綠燈顯示進度超前或

者落後；也開發出手持式裝置登入雲端管理系統，能用手機拍攝現場照片，傳回 BIM 資料庫

按時記錄，公正確實地由雲端記錄施工情形，當工期落後或者驗收不過有任何問題時，都能

夠追查問題來源以及責任歸屬。易及網把 BIM 資訊整合全部透過雲端方式處理，這些資料如

基本平面圖在製作時本身只有 2D 的圖像內容，透過易及網有條理與組織嚴謹的管理系統整

合成 BIM 資料庫，管理與置入這些資料的工作主要由易及網提供專案服務。 

 

圖 3-2 易及網專案管理平台(易及網,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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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發展方面，美國以民間企業自主運作，政府單位配合施行的方式來進行 BIM 產業的

發展，從 2007 年就開始發展，半官方性質的 National Institute of Building Sciences(NIBS)機構

於 2007 年發布 NBIMS-US(Ver.1)，2012 年發布 Ver.2，內容為以建築的生命週期四個階段：

規劃、設計、施工和營運中，建築資訊的記載與流轉更新，管理的方法，工作流程，BIM 軟

體的設計與使用都加以規範與設置案例，做為 BIM 模型最佳化之標準。由此可知，美國聯邦

政府總務屬(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GSA)相當積極地推動 BIM 的各式政策，並以發

行一系列的 BIM 指導手冊(BIM Guides)；除此之外，美國各州，代表地方政府的單位，也積

極推動 BIM 相關政策做為對聯邦政府的支持，如紐約市政府於 2012 年發布 BIM 

Guidelines ，做為公部門推動 BIM 的重要參考手冊。 

 

圖 3-3 NIBS 評議會組織架構(NIBS 官網,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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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在 2011 年 5 月由內閣辦公室(Cabinet Office of United Kingdom) 提出政府營建政策

後，即與民間組織聯合組成 Client BIM Mobil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Group 推動團隊，其成

員包括英國政府、皇家建築學會、國家建築法規委員會、營建產業議會、英國標準學會，以

及學術單位、軟體廠商等，共同規範英國從傳統 2D 轉型到 BIM 的發展過程，由該組織團隊

研擬一系列 BIM 資訊交換標準，逐步推行，預計到 2016 年全國公共工程將全面採用 BIM。 

 

圖 3-4 BIM tesk group work strearm (BIMteskgroup 官網, 2016) 

新加坡政府積極推動 CORENET(Construction and Real Estate NETwork)計畫，由新加坡政

府國土發展部透過業務流程重新設計與結合最新的 IT 技術，以時效、生產力和品質方面企圖

達到最大突破，提昇國家競爭力。主要方法為讓各相關業者在建築和房產部門禁可能無縫接

軌而高效率進行溝通和交換資訊。CORNET 計畫主要由三大模組組成：e-Submission(電子送

審平台)、e-Plan Check(建照電子審批系統)以及 e-Info(建築和房地產資訊整合平台)，其中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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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Check 部份於 2008 年開始進行 3D-BIM 建照電子審批測試，2012 年開始推廣與鼓勵應用

BIM 送審，並於 2015 年起要求一定規模以上工程案須繳交 BIM 圖檔。 

 

圖 3-5 CORNET 計畫架構圖(CORNET 官網, 2016) 

中國院（CBIM）投入極大的人力與資本，配合政府全力支援，以強勢姿態緊鑼密鼓地

從事 BIM 產業發展，雲端化屬於 CBIM 發展的一個環節。中國院 2004~2015 年 BIM 項目數

量總計 48 案，BIM 設計項目規模總計 4,761,000 ㎡，最大 BIM 項目將近 60 萬平方米。以中

國的建設發展方向與規模，非常適合也需要使用 BIM 實務操作，中國院配合國家發展趨勢，

全面落實營建產業 BIM 實務。中國的營建專業技師職權與臺灣最大的不同在臺灣是建築師一

人垂直負責監造，中國則是各領域技師平行負責，以 BIM 作為設計工具可有效達成各領域無

縫接軌之目標，配合專業分工更能提升施作效率，完成規模極大之專案。中國院除了擔任設

計營造外，也設立專職工作部門開發了專門使用之軟體與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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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中國建設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組織架構(CBIM, 2016) 

中國院以全方面、開放性、專業化的方向整體規劃與生產 BIM 軟體，從建築設計到軟體

開發，從產業結構到政府部門全力支持，所帶來的效益與成果令人嘆為觀止，對設計與功能

抱持開放的態度，可以廣納各方意見，並尊重專業，讓各領域專業人士都能發揮所長，彼此

配合的組織性具有相當高度的參考價值。臺灣的 BIM 雲端化發展有必要達成開放的態度與專

業化領域的合作，並搭配政府單位的協助整合，才能有效提升 BIM 產業發展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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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際發展趨勢與現況 

目前國際上如美國、英國、德國、新加坡等先進國家都全力進行 BIM 實務發展，從專案

管理、技術研發到產業升級，全面化進行發展。以歐美國家為例，大部分的 BIM 資料庫、元

件等資源都是開放共享的，由所有的專業工作者一同豐富資料庫的量，因此發展速度快並且

質量價值都能維持在一定水準，並且降低生產成本。開發中國家如中國也順應國家發展趨

勢，在進行大規模建設的環境中使用 BIM 做方法與工具；不同於歐美國家的開放共享的雲端

互聯網，國家發展方針使得中國的 BIM 雲端化發展必須獨立建立自己的系統架構，基於這個

因素，由國家領導的 BIM 發展方向獲得全國一致性的資源與動力。從早期的網際網路、搜尋

引擎，近期被廣泛使用的通訊軟體、電子物流、雲端資料庫，到未來的物聯網，大數據時

代，全部都自行發展全國性的系統，BIM 雲端化也不例外地依照此模式迅速發展中。 

一、自由發展、資訊共享 

以 Autodesk A360 為例，從軟體面進入到使用者層級開始，將資料架構在雲端並彼此分

享交流，讓設計者可以使用別人建構的資料與資源，不必再作重複的工作，並且提供他所製

作的元件、專案或任何地景的資訊到 A360 雲端，讓別人也能使用這些資料，是雲端共享的

最大目的。美國、英國、德國、日本等現代化國家都由民間企業自行開發、建置平台，蒐取

使用者任何可能提供的資料來達到擴充雲端資料庫的目的，來發展 BIM 雲端。在擁有健全產

業發展環境下建構的雲端資料庫，也具有擴充到各個產業界的發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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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研一體化 

美國、英國等民主國家，政府方面以政策面鼓勵與推動企業發展運作，建立龐大的資料

庫與運作系統，由各企業自由發展，新加坡與中國則採取國家等級的專屬系統架構來建置

BIM 產業結構與資料庫系統，以中國建築設計院有限公司為例，主要發展趨勢架構為：政府

全力推動，從設計、施工、使用管理方面同時發展，團隊間彼此交流、修改設計，並同步進

行國家標準的制訂以及專業人員的培訓。主要生產方針如下： 

1. 生產、諮詢、技術研發 

諮詢建築專業人員的意見，從軟體使用者本身需求著手研發軟體與套件，幣回饋給使用

者從事產品研發，不斷改進軟體技術。BIM 研發團隊由設計師、專案經理、軟體工程師等組

成，提出問題，整理需求、項目實際測試、設計團隊及時回饋，工程師專業開發，使產品趨

近完善。 

研發目標為提高 Revit 的應用效率，將大量重複性的工作交給軟體後台處理；整合本土

化、專業化的設計規範及製圖標準，使模型與圖紙形成高度的一致性和標準化。最大限度的

挖掘 Revit 的數據應用，包含幾何與非幾何訊息，關注建築全生命週期的數據傳遞與管理。 

2. 自主合作、開發一體化 

目前中國院軟體研發也結合專業軟體開發公司團隊合作，中國院 BIM 設計研究中心研發

團隊為自主開發團隊，合作團隊有：北京盈建科軟件股份有限公司、Autodesk 公司、HP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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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NVDIA 公司、Unity公司、Bentley公司、達索公司；外包團隊均為自主資訊產業，如：

美國、印度、上海、杭州、成都多地外包團隊。 

3. 中國院 BIM 整體解決方案 

CBIM 軟體包含 32 大類別功能、57 個功能塊，總計 223 項工具。功能特點為，方便設計

師設計，以面向人群定位，使用對象為設計師，尊重設計師的設計習慣，簡化數位建模的步

驟，讓設計師有更多時間可以專注於設計工作。研發模式為從中國建築設計院有限公司近

500 萬平方米項目的 BIM 設計過程中提取需求，專業軟體工程師與各專業設計師聯手製作，

無縫接軌。在不同類型、規模的案件中，不斷測試與反饋。以下說明 CBIM 的四個主題項

目：設計工具、設計協同平台、企業雲與人員培訓。 

 

圖 3-7 中國院整體設計方案(CBIM,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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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BIM 設計工具：解決「人」工作效率和質量的問題： 

包含通用設計軟件、建築設計軟件、結構設計軟件、給排水軟件、暖通設計軟件、電

氣設計軟件、模型檢查軟件。以及成本軟件、BIM 交互平台、BIM 運維平台、虛擬樣

板間。 

(2) CBIM 設計協同平台：解決「項目」管理和質量的問題： 

平台項目包含工作模塊（module）本地/雲端；資訊模塊、權限模塊；BIM 設計資源：

BIM 設計族、做法庫、業務數據庫、培訓資料庫、BIM 產品族、樣板文件、業務資料

庫、考試題庫。CBIM 設計平台的運作行為如通訊軟體「QQ」一樣，每日登入後工作

與待辦項目可重現給工作人員。介面如同「淘寶」選擇商品一樣將想要的設計素材挑

選到構物車，並用戶聯網的方式分享與學習各種 BIM 知識。工作者可以很快知道自己

需要做的工作、搜尋到想要的設計素材，學習到需要的知識，並完成自己的工作項

目。並從「工作」、「工具」、「知識」、「權限」四個大類別加以設計的協同工作

平台，內容如下： 

「工作」：計錄並放置在協同設計專案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工作任務、進度管理及各種

相關的設計成果。 

「工具」：放置各類設計生產過程中須用到的插件工具、構件族庫、計算表格、文檔

模板等工具。 

「知識」：放置 BIM 標準、BIM 培訓視頻、BIM 技巧分享等學習知識、以及項目歸檔

做為企業知識管理內容的圖紙及模型。 

「權限」：管理及維護，企業及用戶訊息，設置企業組織架構及崗位資格，設置用戶

角色及平台權限。 

(3) CBIM 企業雲：解決「企業」IT 成本和數據安全問題： 

數據機房搭建、運行環境部屬、虛擬桌面系統、虛擬服務器機群管理系統、數據及運

行安全。 

(4) CBIM 培訓服務：解決「產業」升級的問題： 

設技諮詢服務、BIM 專業培訓、網站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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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護管理、運作與保全一次到位 

1. 企業雲與數據安全 

CBIM 的虛擬桌面及管理系統可以達到以下功能：運算資源在後台，跟據需求制能管

理；將數據資源集中管理與共享、挖掘；低成本、利用公有雲聯絡。 

數據安全的管理方面，禁止複製加密文件內容到非加密文件，利用專用上傳、下載工

具，尊重客戶端安全管理，集中儲存、共享、安全管理。 

2. CBIM 交互平台系統 

將所有數據儲存於雲端，通過客戶端獲取資訊，數據的發布與更新全部統一、並且共

享，支援輕量化 3D 模型顯示與直覺化操作，不需專業人員也能輕易使用，讓交付環結更簡

單，模型使用更方便。 

3. 估價系統 

基於中國院建模規範、元件庫，及行業內預算經驗開發而成的建築物料成本估算系統，

供專業人員使用，基於 Revit 模型內半自動化完成成本比較業務的工具，方案比較選擇、工

程預估、工程量清單、工程概預算，可隨時進行成本多方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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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IM 維運平台 

建築物完成後，維修管理的平台，包含項目有，能源監控、設備監控、防盜警報、停車

場管理、會議室管理等。使用 BIM 模型整合管理數據，維運操作，設置監控訊息、空間管理

訊息；搭配多種數位可視化方法，如 3D 建模視圖、設備拓樸圖、能源消耗表等。 

5. 虛擬樣板間 

在虛擬樣板間的展示中，改變了匯報的方式，建立使用展示的方向，簡單快捷的可視化

操作提供設計師更便利的工作環境。傳達想法給業主或工作夥伴。 

四、人員培訓、技職教育 

CBIM 在人員培訓與服務方面，使用在線學習，教育員工 BIM 概念與設計基礎知識培

訓，人機交互、自主學習、後台管理與評量測驗，工作夥伴間可以交流與學習、共同成長。

主要的培訓項目分為：BIM 概念與基礎、BIM 商務類別、BIM 設計類別、BIM 策畫與標準化

類、協同與管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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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2016 中國 BIM 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 

中國大陸近年來透過國家型計劃推動 BIM 發展，並以建築企業轉型升級成網絡智能化改

革政策開始推動，促進”互聯網+” 技術發展，以下是中國大陸第一屆全國建築業＂互聯網+＂

技術展示會的主軸，在不同的分享會議中展示 P-BIM 成果，展示主題如下：  

1. 建築業“互聯網＋＂協同“雙創＂平台介紹 

2. BIM 應用標準介紹 

3. BIM 信息雲交換（P-BIM V1.0）展示 

4. BIM 示範軟件硬件體驗 

5. BIM 雲計算（居家工作）體驗 

6. 地基分 BIM 創新聯盟優化平台介紹 

本次主辦單位為中國工程建設標準化協會建築信息模型專業委員會，中國土木工程學會

標準與出版委員會，中國建築學會施工分會，中國建築業協會建築技術分會以及江蘇省海門

市人民政府，並且囊括中國大陸共 14 個不同省的 BIM 協會；由以上單位可以見得中國大陸

對於 BIM 的轉型與未來目標相當明確，並且正積極的透過其人力，物力與能力快速的推廣

中。有關 P-BIM 為一個建築工程資訊的標準體系（圖 3-8）。 

 

圖 3-8 中國大陸 P-BIM 標準體系 (China BIM Unio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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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BIM 雲端系統國內發展趨勢與開發案例研究 

第一節 本土發展 BIM 雲端系統的契機 

目前國外市面上已有了一些 BIM 雲端相關之應用，而這些雲端應用的目的趨勢主要有 4

大方向：資訊上的協同作業、業務上的協同作業、專案的擴展性、技術的疊代。資訊上的協

同作業為透過雲端中唯一共同的模型及版本提供即時支援，受管理的存取和操控專案的資

訊，提供模型交換相關與完整的訊息管理。業務上的協同作業則是基於雲端作業的資訊完整

性，可以在與新的合作夥伴作業時更容易與有效的協同作業，並且提供了顯著的提升傳統營

建團隊之間關係的潛力。專案的擴展性隨著 AEC 產業中的環境變化，工作量會隨之改變，當

專案的複雜度與尺度改變時對團隊時常會造成棘手的問題，透過按需求租用的雲端服務可以

隨著工作量的改變而更彈性的使用，使得團隊在硬體、軟體、甚至是支援的方面可以更合理

的分配應用。最後，技術的疊代則因隨著 BIM 的能力超越了實質空間協調的流程而進入開放

式的分析，像是能源、碳足跡、生命週期成本、營運維護等詳細又多維度的分析的需求持續

在增長中，而需要處理這樣海量的資訊在桌上型電腦環境中執行是不可行的，在透過雲端無

限的運算能力，可以讓建築團隊輕易的對於這些限制條件進行設計優化。而這些案例有

Autodesk BIM 360 系列雲端軟體、Autodesk Insight 360、BIM9、CSG BIMcloud、CaddForce

等（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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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Autodesk BIM 360 系列雲端軟體與建築生命週期之應用 

(Autodesk, 2015) 

近年來，國內產官學界積極推動結合雲端與產業 4.0 之研究與推廣方案，舉辦相關研討

會與論壇，例如 2015 年 12 月由臺大 BIM 研究中心所舉辦的「當 BIM 遇到 IoT （物聯網）」

趨勢論壇，分享與探討 BIM 與工業 4.0/生產力 4.0 議題；由於目前的論壇推動與參與者多為

國內 AEC 產業重要企業代表、官方與學界，皆屬於開發中與已開發程式的官方或業界，可以

透過實際案例進行驗證，並開發相關 API結合雲端協同作業；此種製造業數位化的應用，若

可有效的移轉至建築和營建業，結合 BIM 的發展，將可對建築業及使用者產生嶄新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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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BIM 雲端系統開發案例 

Chuck Eastman 教授在其著作 BIM Handbook 中， 將 BIM 定義為「一種建模技術，以及

一套生產、溝通、及分析建築模型的相關過程」（Eastman et al., 2011），然而，在實務工作

上的需求中，生產、溝通、及分析建築模型的相關過程正屬於工作中最需要被活化的部份，

現今世界性的物聯網正快速的促進雲端工作平台的發展。有關雲端 4.0 在 BIM 的相關應用，

來自於各工程顧問公司或建築設計事務所對於專業工作需求上的開發與應用為主，本節敘述

訪談實務界的過程，並透過訪談深入瞭解其平台的開發者，管理者，研發成本，使用者，以

及使用類別與目的等之相關細節與核心概念。 

一、臺灣雲端工作平台的現況 

由於建築與設計相關工作需要因應多元的工程類型，以及使用者在不同階段如設計，模

擬分析，施工等階段的需求，因此種類繁多且類型不一。根據本研究實地訪談與資料收集，

目前臺灣自行開發雲端工作平台的公司可依據開發者分類為三種類型，分別為專業資訊公

司，工程顧問公司以及建築設計相關公司；有關雲端平台的運作，不同公司因應不同專案各

有其獨特的使用方式與雲端同步方式，但共通的整合方式則是透過網際網路進行協作與資料

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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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說明臺灣雲端工作平台的實際案例： 

1. 專業資訊公司: 

(1) 易及網 

表 4-1 易及網系統資訊 

使用階段 施工營建階段 

開發者 易及網系統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者 使用者自行管理，可搭配開發者進行輔導管理 

使用者 建築師事務所，營造廠，設計公司，工程顧問公司，業主 

使用目的 

針對施工階段的管理協同作業為主軸，可透過跨專案並遠距管理，整合溝通

協調，文件管理，介面管理，進度管理，品質管理，安全管理，成本管理，

完工驗收等相關於施工營建過程中的事件。 

（由本研究繪製） 

易及網管理平台的主要特色為跨專案並可協助遠距管理，此平台囊括九大項目，分別為

溝通協調，文件管理，介面管理，進度管理，品質管理，安全管理，成本管理，完工驗收。

在平台內需透過高度專業訓練的專業人士整合專案重要檢核點，並依據流程嚴格管控工程進

度，在團隊合作的部份可透過平台內的綜合資訊與議題討論以及會議擬定與通知等方式，進

行溝通協調；同時可以在進度管理流程圖與流程警示等任務追蹤中，整合多元的工作團隊與

施工廠商（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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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易及網相關功能圖說 

(易及網系統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16) 

生產履歷可謂為目前各行業品質檢驗的目標策略，然而，建築的生產履歷更有機會提升

建築物的品質及安全係數；易及網管理平臺中的文件管理系統不但可以輔助歸納與整理重要

文件及作業流程，透過平台進行建築營建週期中的詳細紀錄，更可以掌握施工成本，製作成

本估算與相關圖表。由於進度管理系統中的施工過程紀錄掌握了每個檢核點的施工照片，並

透過現場監造人員同步上傳至雲端管理平台，因此在生產履歷中的施工細節皆可有效的被紀

錄起來；不僅如此，透過遠端監控攝影與現場地下水位監測器的輔助，搭配平臺中的警示燈

號顯示，更可在驗收的階段中，為整體建築的過程中做最好的說明與驗證。 

雲端管理的隨時管理與彈性安排的特性與行動裝置整合後，可獲得最大使用效益，並可

輔助管理者進行更高效率的整合與監督功能，易及網所開發的 app 可使用於 IOS/Android 平

台，並同步進行上傳與下載資料，掌握工程最新動態（圖 4-3）；在專業的開發平台系統中，

易及網專案管理平台為使用者帶來更豐沛與彈性的管理模式，但同時也考驗著管理者的實務

與工程整合的能力，在一個多元的工作團隊中，此雲端平台克服了過往工程界令人垢病的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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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減料與不按圖施工的常態，同時也能透過檢核點照片上傳而明確的遏止現場工地主任對營

造廠施工人員的放水狀況，可謂建築與營造工程的一大助手。 

 

圖 4-3 易及網手機遠端連線說明 

(易及網系統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16)  

(2) BIMair 管理平台 

表 4-2 BIMair 管理平台資訊 

使用階段 設計階段 

開發者 品築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者 使用者自行決定管理者層級 

使用者 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公司，工程顧問公司 

使用目的 

雲端溝通管理平台可依據不同公司進行專案管理，依據知識管理系統架

構整合專案，並透過資料整合的方式有效率的統籌資料庫，進行工作調

整與專案調配，達到系統化管理模式。 

（由本研究繪製） 

BIMair 網路管理平台係根據 IS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的架構

建置而成，透過井然有序的專案架構設定不同設計需求與步驟來規劃每個個案的細節，並透

過留言與回覆的方式進行溝通與協調，其內部系統包括九大功能，分別為動態，提醒，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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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公文，時間軸，郵件，聯絡，知識，檔案，報告；每個功能皆與系統架構整合，並提供

使用者切換專案的彈性（圖 4-4）。 

 

圖 4-4 BIMair 介面說明 

(品築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在設計管理平台的角度中，有關社群溝通的功能可以強化同事間彼此的聯結性，並且可

透過資料收藏（魔球）的功能來進行資料暫存與傳遞知識與檔案，進而將專案管理向標準化

（Standardization）推進，有效率的在雲端管理專案，並確實瞭解進度與完成度（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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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BIMair 操作過程說明 

(品築科技有限公司, 2015) 

(3) WeBIM Sync 專案管理平台 

表 4-3 WeBIM Sync 專案管理平台資訊 

使用階段 設計及施工階段 

開發者 衛武資訊有限公司 

管理者 使用者自行定義管理者層級 

使用者 建築師事務所，營造廠，設計公司，工程顧問公司 

使用目的 

透過雲端 BIM 三維視覺化、雲端搜尋引擎、整合系統模型等，讓更多圖紙

不易顯示的資訊透過 iPad 聯結雲端呈現，將 BIM 雲端化，除了 3D 視覺化

外，結合圖紙 QR-Code，更可直接在雲端平台溝通討論從設計到施工的過

程。 

（由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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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WeBIM Sync 專案管理平台整合對象 

(衛武資訊有限公司, 2013) 

透過雲端平台整合業主，建築設計單位，協同技師單位，施工者等團隊進行工程設計與

施工協作，從設計初始階段導入 BIM，透過模型的模擬與資訊的疊加與對應，並與相關技師

與施工團隊進行碰撞測試與施工行前溝通協調，從圖紙與模型階層分部檢討，進行詳盡的實

務模擬。 

  

圖 4-7 WeBIM Sync 專案管理平台操作內容 

(衛武資訊有限公司,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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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平台整合專案資料，成員資料，工時表檢驗，請款與資產資料等相關管理者所重視

的使用功能，並透過遠端操作與資料同步進行 4D 模擬及 VR 虛擬實境檢視，提供使用者透過

平台與模型產生更接近實景的輔助檢驗，提供相關使用者更優異的體驗。 

  

圖 4-8 WeBIM Sync 專案管理平台使用過程展示 

(衛武資訊有限公司, 2013) 

(4) 孟華科技專案管理平台 

使用階段 設計及施工階段 

開發者 孟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者 使用者自行定義管理者層級 

使用者 建築師事務所，營造廠，設計公司，工程顧問公司 

使用目的 

透過 PMIS(Projec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進行專案與工程管理，

進行標準管理流程的設定，強化專案管理績效，讓管理者可透過雲端平台

的績效指標模型與相關統計圖表進行溝通與討論；另外，透過進度與資源

管控的細節累積，更可掌握施工進度與預算的管控，達到專案管理的高績

效化。 

（由本研究繪製） 

孟華科技提供協同專案管理解決方案 ─ ezteamwork™，期望結合專案管理具有高成本績

效、準時及靈活的整合機制，透過流程設計、顧問服務、與系統工具的結合，協助企業團隊

跨越時間、空間的限制，在營運流程及資訊方面做到全面性的連貫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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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程採取專業分工已成必然之趨勢，單獨倚賴企業內部既有的企業資源規劃(ERP)

系統，已無法有效整合上下包間繁複之工程資訊介面。近年業界積極導入建築資訊模型 

(BIM) 並結合營建工程專案管理的概念，透過協同式專案管理系統 (PMIS)與 BIM 視覺化工具

的整合，提供營建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施工、營運及維護之工程生命週期各階段的流程

整合，並建構合作單位(業主/統包/設計/監造/下包)全方位的資訊介面及訊息同步共享平台，

以更精準即時掌握工程進度與財務資料，確保營建工程品質與營運績效。孟華科技以

PMIS(Projec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做為基礎，搭配建築工程專案提供詳細施工順

序、時程、投入資源和相關物料的進入場規劃，並且透過平台試算施工預算與工期的搭配，

可讓管理者在最短的時間內瞭解進度與實際情況。 

 

圖 4-9 WBS/預定時程實例操作圖 

(衛武資訊有限公司,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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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收支管理實例操作圖 

(衛武資訊有限公司, 2013) 

另外，除了營建工程之外，對應 AEC產業的使用也可以透過分門類別的系統功能與組

合，根據使用者在不同階段的使用需求進行管理，相關系統內容從企業協同管理平台、協同

專案管理系統、智慧維運管理系統、案例知識管理系統、議題交辦管理系統、營運分析儀表

板到 App 行動工作管理，所有內容均可搭配不同產業的需求進行雲端與內部平台管理，提升

服務績效。 

 

圖 4-11 孟華科技 eAR™ 議題交辦管理系統說明圖 

(衛武資訊有限公司,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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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孟華科技 ePRO™ 智慧維運管理系統說明圖 

(衛武資訊有限公司,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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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顧問公司: 

(5) VFOM 系統 

表 4-4 VFOM 系統資訊 

使用階段 營運管理階段 

開發者 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者 使用者 

使用者 業主，營運管理設備廠商 

使用目的 

以多角色多重應用為主軸，除了運用可視化（Visualize）及物件化（Object 

oriented）整合 3D視覺化之外，並應用 Cobie管理資料有效管理工程模型與

設備，透過雲端管理系統與物聯網，讓業主智慧化管理公司設備。 

（由本研究繪製） 

VFOM 設施管理系統整合雲端平台進行設施維護與管理，並進行現場照片拍攝與記錄，

進行維護更新與資訊連動；此平台依據物件導向（Object oriented）及 Cobie 資料細節管理模

型與資訊，進行深層的系統化設施維護，並為建築生命週期的使用階段創造一個安全且智慧

化的追蹤平台（圖 4-13）。 

 

圖 4-13 BIM 設施管理系統_VFOM 

(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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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類型與領域分類 

由於使用類型與領域的差異化，雲端工作平台可再細分為 6 種類型： 

1. 規劃設計階段的資訊協同作業： 

雲端溝通管理平台可依據不同公司進行專案管理，依據知識管理系統架構整合專案，

並透過資料整合的方式有效率的統籌資料庫；設計公司可蒐集過往的專案經驗，編列

一套適用之流程標準，協助設計者能夠更快速、明確地接收正確的資訊（圖 4-14）。 

 

圖 4-14 Autodesk A360 可隨時在任何裝置上檢視及共用 2D 和 3D 設計檔案 

(Autodesk, 2015) 

2. 設計接續施工管理階段的雲端協同作業： 

透過雲端 BIM 三維視覺化、雲端搜尋引擎、整合系統模型等，讓更多圖紙不易顯示的

資訊透過 iPad 聯結雲端呈現，將 BIM 雲端化，除了 3D 視覺化外，結合圖紙 QR-

Code，更可直接在雲端平台溝通討論從設計到施工的過程（圖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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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即時對應的雲端與實景檢驗 

(衛武資訊有限公司, 2013)  

3. 施工營建階段的雲端協同作業： 

針對施工階段的管理協同作業為主軸，可透過跨專案並遠距管理，整合溝通協調，文

件管理，介面管理，進度管理，品質管理，安全管理，成本管理，完工驗收等相關於

施工營建過程中的事件。雲端平台需透過高度專業訓練的專業人士整合專案重要檢核

點確認細節，並依據流程嚴格管控工程進度（圖 4-16）。 

 

圖 4-16 Autodesk 所開發的 BIMGlue 

(Autodesk,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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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運管理的雲端作業： 

雲端管理系統，以多角色多重應用為主軸，除了運用可視化（Visualize）及物件化

（Object oriented）整合 3D 視覺化之外，並應用 Cobie 管理資料有效管理工程模型與

設備，透過雲端管理系統與物聯網，讓業主智慧化管理公司設備（圖 4-17）。 

 

圖 4-17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所開發的 VFOM 管理系統 

(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016) 

5. 審查機制雲端作業： 

雲端審查系統的發展，目的是協助設計者能透過政府提供之平台與樣板進行執照圖繪

製，並進行執照審查，並根據模型資料萃取資訊；此系統可避免初期傳統的人工審查

的時間耗損，降低作業基礎時間與提高效率，並提供建築師一個更有效率的執業環

境。於 2016 年 2 月 1 日正式推動建造執照無紙化送件及無紙化線上審查，推廣期為期

1 年，給予多重鼓勵優惠（圖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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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臺北市 BIM 無紙化雲端審照平台 

(台北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2014) 

6. 雲端元件整合平台： 

透過 BIM 雲端元件庫，提供設計者、業主、施工與監造方可以共同上傳下載分享雲端

元件，促進產業升級與資訊交流，目前各家工程顧問公司、事務所、 設計公司皆有其

自有元件庫，並透過加密的雲端平台進行內部共享，雲端元件資料可透過軟體外掛程

式置入系統以輔助使用者選用並進行模型確認，提高設計與施工完成品質（圖 

4-19）。 

 

圖 4-19 雲端元件網站資料庫 

(鄭泰昇,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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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BIM 雲端平台發展小結 

雲端平台作為軟體與使用者的溝通介面，目前已成功的在建築與營造圈開始進駐並有效

測試與運用，目前雖然尚屬於少數公司的使用介面，但是使用者需求導向將會有效促進雲端

發展；然而，雲端平台不只可以運用在建築產業中，在使用者營運或使用階段，也可以作為

後續維護運用的永續經營資料庫與後續保養手冊，並且延伸到產品與產業的規劃，以及房屋

租賃或產業更新等；依據目前的案例調查，本研究歸納出六項發展項目，分別為： 

1. 設計階段的資訊協同作業 

(建築設計/綠建築/雲端協同作業) 

2. 設計接續施工管理階段的雲端協同作業 

(設計施工分區同步管理/多部門同步運作) 

3. 施工營建階段的雲端協同作業 

(施工管理/施工監督與追蹤/建築生命週期施工管理) 

4. 營運管理的雲端作業 

(類 ERP 設計管理/知識管理分享庫) 

5. 審查機制雲端作業 

(執照審查系統/公用元件資料庫/政府統一規格辦法) 

6. 雲端元件整合平台 

(元件系統網站/元件系統平台/產業元件庫整合) 

以上的平台目前多由專業資訊公司，工程顧問公司以及建築設計相關公司進行開發與維

運；然而，未來除了專業的公司之外，在軟體的開發彈性下，每個使用者也都可以透過軟體

外掛進行程式的開發，進而產生更多元的使用方式以強化雲端平台的使用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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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雲端平台研發應用架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一、雲端平台架構 

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認為雲端

運算技術是一種透過網路網路服務的運算技術，可協助使用者依據需求彈性地連接網絡服

務，運用可重組計算資源(configurable computing resources)技術，例如：網路、伺服器、儲存

空間與應用程式、服務等，以最少的管理資源或服務與服務供應商取得硬體或軟體資源，更

快速把服務供應或發布給使用者(Mell & Grance, 2011)。今日的雲端運算技術已轉變為一種封

包服務，使用者不再需要理解所有雲端基礎設施的所有細節，也無需自行開發相關應用或直

接進行控制(Danielson, 2008)。其特色包含：隨需求自助式服務(On-demand Self-service)、多

元網路接取 (Broad Network Access)、快速且具彈性(Rapid Elasticity)，以及可量測服務使用狀

況(Measured Service)等基礎特色，使得雲端運算技術成為一個用以處理大規模與複雜虛擬化

資源下，風險與成本相對低，但同時卻又具備高運算性能的出色選項(Mell & Grance, 2011)。

根據雲端運算革命的經營策略(Babcock, 2010)所提出的雲端架構，透過雲端架構瞭解平台在

整合服務的過程，有關雲端服務可概分為三種類型，並根據使用者界定為四種雲端部屬模型

的方式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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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雲端服務類型： 

1. 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是軟體供應商以租賃的概念，提供消費者

透過雲端基礎設施於雲端使用應用程式，如 Dropbox，iCloud 以及 Office 365。 

2. 平臺即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提供消費者藉由供應者提供的使用編程語

言(Programming language)、程式庫(Libraries)、服務以及工具，將客戶端建至或部屬

於雲端基礎設施之上，消費者不須管理或控制雲端基礎設施，但需要控制上層的應

用程式部屬與應用代管環境。如 Google App Engine 以及 Microsoft Azure。 

3. 設施即服務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提供消費者透過網路連結雲端相關硬體

設施的應用，包含：運算、儲存、網路以及其它基礎的運算資源，消費者能掌控作

業系統、儲存空間等資源，但不掌握雲端基礎架構，如 AWS，Google Compute 

Engine 以及 Google Storage。 

（二） 雲端佈署模型類型： 

1. 公用雲：透過網路或第三方服務供應者，將資訊蒐集並開放客戶使用，公用雲供應

商通常會對使用者實施存取控管機制。此類的雲端應用有助於增加成本效益以及具

備彈性與可拓展功能。 

2. 私有雲：私有雲主要是在於單一組織內管理，與公用雲不同是在於不受網路頻寬、

安全移路與法規限制性影響，不過對於資源拓展能力不如公用雲，因此容易造成使

用者資源應用上的限制。 

3. 社群雲：由多重利益的組織控管與使用，社群成員可共同使用雲端資料與應用程

式。 

4. 混合雲：透過結合兩至三種不同雲端基礎設施，例如：私有雲、公有雲或社群雲的

應用。其特色在於能透過外部 IT 資源，引入私有雲使用；對於私有雲系統操作超越

既有執行範圍，可與外部資源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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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雲端組合的方式目前多數依據開發者訂定規則，並由使用者決定使用的方式；目前

多數雲端組合皆具備有限的分享與協作的基本功能，並有目標的結合社群的擴散能量，進而

提高更豐富的使用密度；同時，有關雲端資料的加密與保密措施也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促使開發者正視雲端使用者的需求與安全問題。本研究透過以上主要類型與架構歸納目前

BIM 相關平台開發所隸屬的範圍與類型，並提出雲端運作平台模式，供研究擬訂與進行測試

（圖 5-1）。 

 

圖 5-1 BIM 雲端平台架構圖 

（由本研究繪製） 

二、雲端平台運作模式 

本研究對於雲端平台的運作模式訂定是為了協助 AEC 產業有效率地、準確地進行新的方

案，將元件做為載體，並將資訊模組化存取於雲端平台之上，透過平台共享元件資訊，以取

代舊有本機端的建築資訊庫，有效降低巨量資料存取的問題外，透過雲端平台的建置與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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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更可減少資訊或元件的重覆建置，降低企業的時間、人力上的花費。設計師也可根據專

案需求，至雲端平台下載所需的元件類型，並且應用於專案之中。 

雲端平台的類型可分為雲端建築知識庫以及雲端元件平台。雲端建築知識平台主要是將

相關建築法規以及領域知識存取為知識模組，可供電腦讀取並存取於元件之中，以協助設計

師於專案中問題的解決以及設計決策，減少問題的重覆產生。這些知識模組的存取需要透過

第三方從舊有專案知識擷取專業領域知識以及將政府規範轉變為法規知識，並且將這些知識

轉變為知識模組，透過雲端建築知識平台交換或共享這些知識模組使用，以提供不同需求專

案使用；此外，當新的專案重覆使用，可助於從不同專案的運行檢核舊有專業知識或規範的

正確性。雲端元件平台則是由廠商提供相關產品資訊、材料或安裝方式等，轉存為資訊模

組，提供設計與生產端間的鏈結。廠商的產品資訊提供可結合工業 4.0 與智慧生產的趨勢，

透過雲端元件平台所提供的產品資訊、材料或安裝方式等元件資訊，設計師可以根據專案需

求客制化產品型元件，並在設計階段可將相關客製化產品傳送至工廠進行生產，以模組化的

方式組裝建築主體，更有效率地縮短工作流程；此外，廠商可結合智慧產品市場開發，提升

AEC 產業的效率提升以及朝向智慧化生產的方向邁進。 

因此未來的雲端平台運作可成為一個經濟供應鏈，由供應端的第三方產業崛起，其中包

含建立知識模組以及產品資訊的提供，透過雲端平台的建立，提供給需求端的使用；另外也

可透過需求端於專案中的使用，以檢核知識的正確性，並且有效根據使用者需求汰換以及提

升產品品質與需求（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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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BIM 雲端平台運作模式圖 

（由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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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發展重點 

本研究搜集國際研討會，國際案例以及業界案例進行歸納整合，統合資料後訂定出以下

四大研究發展類型，分別從[智慧化 BIM Rule Checking Architecture （Building 

Automation）]，[流程管理與營建模擬 Process Planning, Scheduling & Simulation （Model to 

Build）]與 [點雲測量技術 Laser Surveying （Build to Model）]以及[建築預製產品化 Off-Site 

Prefabrication （Construction Productivity）]來作為研究範疇中的發展重點；雲端平台與物聯網

的串聯與四大發展類型皆習習相關，並可作為串接的主要介面，以下以各類型發展之重點進

行說明（圖 5-3）： 

 

圖 5-3 BIM 雲端平台重點運作說明圖 

（由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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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慧化 BIM Rule Checking Architecture （Building Automation） 

智慧化 BIM 整合了產業 4.0 的運作契機，從場域自動化規劃，現場機器人輔助，再延伸

到設計產業的程式碼自動檢查以及自動化錯誤偵測等，建築產業未來將邁入自動化時代，建

築設計將可透過自動化輔助的協助下，節省重複工作的行為模式，並可以進行更多具實質意

義的設計與規劃發展；本研究主題將以自動化模型檢查與設計自動檢核做為發展主題，自動

化的檢驗將與雲端資料庫緊密接合，從使用者建置模型與資料同步及自動歸納資料匯整開

始，進行智慧化 BIM 的開端與發展；另外，由建管單位制訂公用的 BIM 相關規範、檔案格

式，做為 BIM 建築設計的圖檔規範，利用此規範所進行設計之建築資訊模型，不但具有法規

的參考依據，還可以進一步設計製作自動化檢核圖面的相關外掛程式，大幅減少建築法規審

查的繁瑣步驟，並有效降低施工與執照圖之間的落差，降低生產成本，使營建業務更加專

業、精確、安全與提升產能。 

2. 流程管理與營建模擬 Process Planning, Scheduling & Simulation （Model to Build） 

為能整合建築物的多元工作內容，需要囊括建築，結構，機電管線，系統化設備，土地

開發等不同的工作團隊，充份的流程管理與營建前施工模擬是確保建築模擬模型至實際建築

物的吻合程度與提高施工效率的方式；將具有充足資訊的 BIM 3D 模型添加「時間」的要

素，從 4D 追蹤程序到即時安全管理記錄程式，相關流程管理皆是確保模型至建築的重要工

具，透過雲端資料同步的運作，並架構完整資訊充足的 BIM 建造計劃，整合多元團隊的模型

並進行模擬與碰撞檢查，加入時間軸的概念，配合雲端化整合使用，能夠即時更新現場的狀

況，查看精確的工程進度，物料控管，當出現任何狀況時都能即時調閱施工圖來檢核，將是

當今促進建築營建發展的重要步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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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雲測量技術 Laser Surveying （Build to Model） 

透過點雲技術的技術成熟化，現今許多舊建築物再利用皆已有效運用點雲技術以對照建

築修復或建築再利用；反之，若建築物完成後，同樣的可以使用點雲技術來加以輔助確認所

完成的建築物或結構量體、機電設備是否符合圖面；如果出現誤差，應能計算出誤差值為

何、誤差原因是什麼、圖面是否需要修正，以及相關責任歸屬；透過實體建築物輔助建築模

擬模型的相互對照，在雲端資料中可有效的結合都市基地與涵構資料，協助建築設計者與政

府建築執照管理的優化處理。 

4. 建築預製產品化 Off-Site Prefabrication （Construction Productivity） 

預製單元產品化並非是新的工法，根據 McGraw_Hill construction 在 2011 年的

Smartmarket report 中，提出 BIM 為現代製造與方法，永續目標及知名產品帶來了整體更新舊

建築與模組化工法的契機；BIM 營建概念需要在設計前端時期考慮施工之各項因素，依照工

業化製程的產模式，將建築物視為大型機械來生產。有關建築物的模組化與單元產品化將可

因為建築物的自動化與模組化更進一步的為建築物帶來高效率與安全性，透過雲端元件庫以

及雲端產品資料庫等的組合，預期可以帶動建築產品、單元化與產業 4.0 的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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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雲端作業與 AEC 產業 4.0 升級策略藍圖規劃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指出：資訊科技是促成創新的關鍵力量，科技化服務(ITeS)是全球

服務出口的核心，然而整體產業轉型常面臨的問題包含 (1)缺乏方法論協助創新；(2)缺乏異業

整合平台；(3)缺乏服務試驗環境；(4)缺乏事業培育環境。為了釐清臺灣目前 BIM雲端發展是

否面臨上述的狀況，我們必須了解目前之應用現況及發展目標，本研究透過策略藍圖方法加

以分析。承前述章節之文獻分析與案例調查，目前國際上 BIM 的雲端應用相當廣泛，主要著

重方向包含：元件庫開發、綠建築設計、審查平台、施工管理、設施管理等。Eastman教授並

於國際研討會中預估未來 BIM 將有四大應用趨勢，包含：「智慧化 BIM」、「流程管理與營

建模擬」、「點雲測量技術」、及「建築預製產品化」。上述結論是否符合目前國內 AEC 產

業之應用現況需求? 系統開發與技術應架構於何種政策方向與產業環境之下才有發展之利基?  

雲端建築知識庫以及雲端元件平台的經營模式，究竟應如何有效規畫，才能面對目前全球化

與標準化的競爭? 為印證上述問題，以提出後續發展之建議，本章節嘗試藉由各界專家意見，

尋求符合我國目前現況之策略藍圖，以國家高度層級，研究 BIM 雲端作業之先導應用與 AEC

產業升級策略規劃，以融合「物聯網（IoT）」、「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大數

據（Big Data）」三大技術領域，運用 BIM 技術提昇 AEC 產業升級，帶動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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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BIM 雲端發展策略藍圖規劃方法研究 

策略藍圖(Strategic Roadmap)為管理學中策略運作模式規畫工具之一，探討基礎目標運用

設計思考 (Design thinking)理論產生價值投射的過程 (value mapping process)（Geissdoefer, 

2016）；如圖 6-1，策略藍圖之目的在於確保技術能力發展朝向正確的策略目標，透過結構化

圖像思考，檢視組織策略與多元應用功能之間運作的關聯性。本研究參考英國劍橋大學製造

研究中心(IfM) 科技政策管理部門針對藍圖發展之建議方法 (Phaal, 2007)，整合創新策略、決

策支援、工業系統開發、視覺心理學等多面向之理論基礎，架構出如圖 6-2(右下)之策略藍圖

底稿，並以「工作坊」方式(workshop-based method)，作為評估藍圖中策略優先性的關鍵流程。

策略藍圖底稿由 XY 軸所組成；Y 軸為策略觀點軸，包含：商業策略(市場、產業)、產品設計

(產品、服務、系統)、技術研發(科技、資源)等面向；X 軸為時間軸，包含：過去、近程、中

程、長程、願景等，期藉由各項因素之綜觀交錯呈現，探討產業發展環境拉力與技術創新之

推力對於新創產業開發之影響。因應本研究以《BIM 雲端發展》為主題，策略藍圖規劃進行

將包含下列三步驟：釐清現況、擬定願景目標、找出方法。 

 

圖 6-1 策略規劃藍圖之功能（由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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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BIM 雲端發展策略藍圖之擬定方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改繪自英國劍橋大學製造研究中心） 

 

一、釐清現況：臺灣 BIM-SWOT 分析 

為進一步了解臺灣目前 BIM 雲端應用之發展現況，作為策略藍圖發展之基礎，本研究

參考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04 年度之研究結論及本研究多次專家訪談意見，透過 SWOT 分析加

以歸納整理如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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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臺灣發展 BIM 雲端應用之 SWOT 分析 

內

部

條

件 

優勢(S) 劣勢(W) 

‧ 由中央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帶

頭研擬 BIM 雲端發展策略。 

‧ 臺北市、新北市等地方政府

已開始將雲端應用推動落實

於建照審查及公共工程。 

‧ 國內目前已有許多 BIM 雲端

實例應用於計量估價、結構

分析、碰撞檢查、能耗模

擬、專案管理等。 

‧ BIM 精確的 3D 視覺化分

析，帶動多領域專業的提早

透過雲端協同合作。 

 

‧ 尚未建立完整可行的 BIM 相關標準及規

範 (ISO, COBie,IDM 等) 

‧ 公協會等專業團體尚未能發揮研擬 BIM

規範及標準之專業量能，各研究單位之相

關研究結論尚待整合。 

‧ 產業之間跨界整合框架尚未建立。機電等

設備專業技師廠商較少應用 BIM。設計、

施工等階段常分開建模，未能資料整合。 

‧ 施工管理、使用管理階段之應用研究方向

尚待開發。 

‧ 硬體環境、網路頻寬標準、資料加密等技

術需開發。 

‧ 法規 e 化檢測所需之法規編碼、解譯工作

繁重 

外

部

環

境 

機會(O) 威脅(T) 

‧ 雲端應用方向廣泛，未來市

場需求大於供給。 

‧ 公部門持續透過成果導向專

案來推展 BIM 雲端應用。 

‧ 國內已有 BIM 推動聯盟，致

力技術能力交流與提昇，相

關研討會、研習參與熱烈。 

‧ 透過加入國際組織

buildingSMART 等增加交

流。 

‧ BIM 相關服務現行發包模式、契約責任及

計價方式不明確。 

‧ 國內市場尚未能支撐 BIM 雲端專業服務

公司之營運。 

‧ 目前軟體及雲端平台普遍均架構於國外開

發的系統上。 

‧ 兼具 BIM 雲端技術能力與 AEC實務經驗

之人才不足。 

‧ 資訊設備軟硬體之初期投資經費高。 

 

參考資料：建研所陳建忠組長，建築資訊建模 BIM 推動策略與研究方向，104 年 4 月 

二、擬定願景目標 

如圖 6-3，本研究將未來十年(2016-2025)，以 X 軸(時間軸)所包含之各階段，將時程分期

定義如下：過去(2016)、近程(2016-2017)、中程(2017-2018)、長程(2018-2025)、願景(2025 之

後)等。並根據本研究第一章之分析，將願景目標設定為我國發展 BIM 雲端作業平台，做為

承載各項 3D 雲端應用匯流之平台，以涵蓋 1-2-2 節中所述之近年來國際 BIM 發展四大主要

目標： 



第六章 雲端作業與 AEC 產業 4.0 升級策略藍圖規劃 

81 

 

1. BIM 資訊與規範管理：目標是建立一個建築生產履歷；  

2. BIM 知識整合平台：目標是 AEC 工程專案模擬； 

3. BIM 綠建築設計：目標是整合多元化設計流程、都市與建築環境同步規劃； 

4. BIM 智慧設施管理：目標是設施管理、物流系統的整合管理。 

上述願景目標並期藉由策略藍圖規畫工作坊中專家意見加以修正，並訂定各階段之發展策略

及分期目標。 

 

圖 6-3 BIM 雲端平台分期與架構圖 

（由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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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找出方法 ： 運用工作坊形成策略路徑 

工作坊的操作案例在劍橋大學 IfM 已有 250 起以上成功之案例，進行方式必須事先規劃

工作坊進行流程及參與代表規劃，邀集 BIM 應用領域中具有不同專長及經驗之專家齊聚一堂，

透過架構底圖的視覺化呈現，誘導專家們提出關鍵議題相互激盪，並透過標籤顏色區分專家

們所屬之專業領域，將書寫好建議策略之各色標籤拼貼於藍圖的架構底圖上，過程中引領專

家針對所重視議題進行意見發表，並依據討論意見將標籤排列重組，期能在交換意見及腦力

激盪之後，形成較客觀全面的策略藍圖規畫共識，並由本研究團隊進行後續整理加以歸納形

成結論，使《BIM 雲端作業平台》之未來願景目標能透過一系列關鍵議題及實施步驟分析、

策略計畫排定等得以實現。本案針對 BIM 雲端平台之發展策略藍圖之主題，事先擬定工作會

議討論議程(如表 6-2)及參與代表之組織架構圖(如圖 6-4)。 

表 6-2 BIM 雲端平台討論工作會議之議程（本研究研擬） 

議題 時間 參與者 

A. 引言 – 本研究簡介 15 分鐘 計畫主持人 

B. 本次 workshop 目標及 Roadmapping 討論方法說明 5 分鐘 計畫主持人 

C. 專家代表簡述單位及產業目前面臨現況 

參與者背景資料調查：(專家協助張貼回應) 
30 分鐘 參與專家 

D. Workshop process: 

    1.      腦力激盪:  (專家協助張貼想法) 

Q1: 請列舉雲端運算對於 AEC產業的影響 

Q2: 請列舉 IoT 對於 AEC產業的影響 

 

2.      座談 / 形成發展策略藍圖(roadmap) 

−        連結技術資源和市場機會 

−        找出目前缺口 (Gaps) 

  

40 分鐘 

  

  

  

  

20 分鐘 

  

 計畫主持人  

及 

參與專家 

E. 總結與建議 10 分鐘 計畫主持人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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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BIM 雲端平台專家代表組織圖 

（由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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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BIM 雲端策略發展藍圖之專家工作會議 

一、工作會議內容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26 日(三)下午 13:30-17:00 

會議地點：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5 樓第二講習教室 

與會人員：詳表 6-3  

表 6-3  工作會議參與名單及討論過程照片  

 

 

 

 

 

 

 

 

 

（本研究研擬、拍攝） 

參與名單 

代表團體 姓名 單位 

專家學者 楊智斌 中央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 教授 

政府單位 黃毓舜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工程科 股長 

營造公司 黃隆茂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建築師及 

公會團體 
許坤榮 建築師 

張國章 建築師 

戴育澤 建築師 

建材設備 

供應商 
王榮吉 臺灣省建築材料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總幹事 

劉火炎 邁爾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中央及 

研究團隊 

陳建忠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工程組 組長 

劉青峰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工程組 研究員 

鄭泰昇 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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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家背景：簡述單位及產業目前面臨現況 

由與會專家透過問卷填答對於個人 BIM 使用背景的自述紀錄(詳附件四-8 之 Q1)，本研究

進一步分析結果如下(表 6-4)：各參與者雖來自不同之 AEC 專業分工領域，在 BIM 的使用目

標發展歷程上，可歸納出一共通之趨勢：從過去、現在到未來，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即

BIM 導入、BIM 標準化，到 BIM 雲端數據化。顯見隨著雲端技術的逐步成熟，業界各分工在

BIM 應用上，均面臨逐步轉型的現況需求，因此 AEC 產業 BIM 雲端升級策略的規劃研擬，

確實是政府當局目前刻不容緩的戰略議題。 

表 6-4  參與專家之 BIM 使用歷程（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繪製) 

與會專家 過去 現在 未來 

工程會 楊智斌 BIM 交流平台，鼓勵
各機關應用 BIM。 

研擬機關應用BIM參
考作業手冊。 

AEC產業效益提升。 

新北市政府 黃毓舜 工程施工用 BIM。 設計管理用 BIM。 使用管理導入 BIM 的應用。 

台賓科技 許坤榮 建立 BIM 團隊，在
BIM 實務專案中建立
BIM 服務水準。 

在各類BIM專案中，
建立 SOP。 

在未來 BIM技術發展及管理能
力上，達到國際水準。   

臺北國際聯合建築
事務所 張國章 

提高設計品質及效
率。 

推動 BIM 普及化。 協助建築生產履歷的執行。 

戴育澤建築事務所 

戴育澤 

設計產業的專精化。 設計產業的效率化、
多樣化。 

BIM 與專案管理的結合。 

邁爾工程顧問公司 

劉火炎 

施工中BIM之建置。 推動營建管理階段
BIM 之開發。 

建置架構在工業 4.0 之 BIM 大
數據中心。 

瑞助營造 黃隆茂 沒有 以母公司推動兩岸
BIM 專案提升品質，
降低風險、節省施工
成本。 

貫通全生命週期應用及實績，
創造公司利潤。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陳建忠 

沒有 沒有 沒有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劉青峰 

讓大家了解真實的
BIM 

了解如何操作應用
BIM 

數位營建環境（居住）。 

BIM 使用歷程 BIM 導入 BIM 標準化 BIM 雲端數據化 

關鍵字類別 使用及推廣 

教育、推廣、鼓勵 

交流平台 

提高品質 

標準化管理 

管理 (效率、風險、
成本) 

標準化、作業手冊、
應用實務 

雲端應用 

管理(效益、利潤) 

大數據(全生命週期、生產履
歷) 

物聯網(工業 4.0、使用管理)國
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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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家意見：BIM 推動目標與挑戰 

為了解各單位推動 BIM 的目標及推動過程遭遇阻礙，由與會專家透過問卷填答敘述個

人看法， (詳附件四-8 之 Q2)，並進一步分析(如表 6-5)： 

表 6-5 參與專家提出之推動目標與挑戰 

(本研究繪製) 

代表團體 如何達成目標 推動過程遭遇阻礙 最迫切之問題 

專家學者 利用政策手段 
各機關、人員的認知差異

很大。 

教育訓練使利害關係

人正確了解 BIM。 

政府單位 
訂契約/委託研究/教育訓

練。 

認知差異：同仁過度的期

待 

教育訓練、目標與目

的達成的務實性、合

理性。 

營造公司 

訂發展目標：先由 BIM

設施管理平台開發，進

行物業管理再到智慧建

築及老人照護。 

整合技術較廣投入資源

大，必須整合相關技術及

廠商。 

另初期投入成本高，

公司投入時常猶豫不

前，資金投入是最需

解決問題。 

建築師及 

公會團體 

在實務上建立研發能

力。 

認知差異：實務上國內業

主 BIM 目標、方向太理

想。 

而國內現實制度無法

搭配 BIM 實務操作。 

透過市場推力及拉力： 

(1) 人民對住宅安全舒適

的要求。 (2)政府節能永

續政策。 

認知差異：「一 BIM 各

表」多頭馬車？ 
政府政策 

標準、規格的訂定 

如何整合建築管理、建築

設計、環境永續策略資料

庫，以協助設計及營建產

業得以國際化。 

如何透過上位策略，

與國家協同? 

建材設備 

供應商 

訂發展目標：BIM 大數

據中心 

整合技術：現場資訊搜

集、通訊系統之建置、資

料庫伺服與 BMS 未整合。 

跨領域資源整合 

 

中央及 

研究團隊 

推廣：利用科技計畫及

所規劃或收集課題提供

大家運用。 

成果報告使用對象及助益

無法得知。 

缺乏研究成果之推廣

應用回饋 

建構案例、標準、推

廣、元件之資料庫 

缺乏案例、標準、推廣、

元件可 

公部門對採購的了解

與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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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中所標記之關鍵詞可發現目標與挑戰，可分為三方面：(1) AEC 產業外周環境

之配合：政策、契約、採購法、資金投入、市場、國際化及資源整合；(2) AEC 產業內部之

研發量能需提昇：標準、規格、發展目標、案例及元件資料庫、技術整合、實務研發等；(3) 

教育 推廣：溝通認知差異、加強教育訓練、研究成果應用回饋。 

四、腦力激盪：雲端運算與物聯網對於 AEC 產業的影響 

本研究將 AEC 產業面向分類如下：(1) 產業經營面向：市場、產業；(2) 設計開發及產

品面向：產品、服務、系統；(3) 技術研發面向:技術、科研計畫、資源。此一階段就各分期

階段(短、中、長程) 及各 AEC 產業面，邀請專家透過問卷進行下列問題的思考(詳附件五之

Q3~ Q5) ： 

1. 下階段發展重點：產業市場、產品服務、技術研發? 

2. 前瞻科技(雲端運算、物聯網)提供 AEC 產業之發展機會有哪些? 

3. 各單位採取之 AEC 產業策略為何? 政府政策如何配合? 

上述問題之專家意見分析詳見表 6-6。如圖 6-5 並請與會專家分別將每一個適合推行的 BIM

雲端發展策略書寫於標籤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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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BIM 雲端運算與物聯網在 AEC 產業之應用面向 

（由本研究繪製） 

表 6-6  產業發展重點、政策建議與雲端機會 

代表

團體 

發展重點：產業市場/產

品服務/技術研發  

產業策略/ 政府政策配套 機會：雲端運算/物聯網 

在 AEC 產業之發展 

專家

學者 

• 提升產業普遍水平 

• 拉近理論與實務落

差。 

• 政府政策白皮書 

• 公家工程引領技術創

新及落實。 

• 使 End - User 感受產

品及服務價值。 

政府

單位 

• 產業市場供應鏈 

• 產品服務內容、標

準的完整性 

• 技術服務：討論維

運、問題解決 SOP 

• 公共工程導入 AEC 

4.0的執行契約。 

• 建立共享資料大數據

庫 

• 使建築師跨域整

合、多元學習 

• 研訂設計源頭資料

標準作為雲端運算

的基礎 

營造

公司 

• FM 技術突破 

• 由 FM 技術解決施

工技術問題 

• BIM 導入專案管理

系統 

• 加速制定 BIM 標

準、規範，讓產業有

所依循 

• 政府應讓產業有清楚

的方向 

• 可處理模型之大數

據運算 

• 物聯網使智慧建築

將訊號傳到遠端進

行訊號收集、分

析、運算及操控等 

建築

師及 
公會

團體 

• 以 BIM 為工具、平

台，服務各不同目

的分工 

• 開發臺灣化的外掛

APP 應用 

• 產官學合作，學者進

入產業實際合作，累

積經驗再協助官界制

定政策 

• AEC從傳統產業轉變

為知識型產業。 

• 要善於應用 IOT 

• 以建材資料庫- 

Swiss Catalogue 模

式，提升產業國際

化 

• 仿綠建材標章提供

元件數位檔。 

• 智慧財產權的權

• 成立跨部會機構，或

由國發會組成產、

官、學小組- 分策略

面及執行面來推動。 

• 透過建築 BIM + 

IOT = BIG DATA → 

產業的提升整合 → 

新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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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建材

設備 

供應

商 

• 各 BMS 監控系統之

整合：搜集資訊、

無線通訊架構、

BMS 系統、量測產

品無線定位、與無

線網路（mesh） 

• 公司：BIM 設計(空

間檢討)；施工 (CSD 

/SEM)；維運(資訊搜

集)。 

• 學校：加強機電科系

BIM 教學。 

• 政府：制定 BIM 各

階段不同之需求。 

• BMS 軟體發展 

• 設計手法更新，VR

即時設計展現 

中央 
研究

團隊 

• 技術研發，提供研

究成果或技術規範 

• 設計、施工、使用 

• 戰略：擬訂經營對象

與獲利模式 

• IOT→設備庫的重要

性 

(本研究繪製) 

如圖 6-6，在座專家們先將標籤張貼於藍圖上合適的座標位置，大致完成後，再逐一邀

請就個人所張貼內容進行分享，討論未來因應雲端及物聯網發展，敘述各階段重要的發展策

略。 

 

圖 6-6 工作會議中標貼張貼之過程與結果 

（由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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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座談： 發表各產業對策略藍圖(roadmap) 之構想 

如圖 6-7，本階段期透過與會專家逐一對於所提對策的闡述發表，編織勾勒出國內 AEC 產業

未來發展方向之全貌。以達到策略藍圖規劃之目標：(1) 連結技術資源和市場機會；(2) 找出目前缺

口 (Gaps)。 

圖 6-7 工作會議中標貼張貼之過程 

（由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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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專家策略彙整與分析： 形成發展策略藍圖(roadmap) 

透過與會專家於附錄五(Q3)~(Q5)之議題回應後，會後研究團隊經由表 6-6，歸納各產業分工於

座談討論中所提出之觀點，就策略面向與實施時程，進一步將策略標籤紀錄整理如表 6-7。如圖 6-8，

研究團隊將工作會議當天所得到之結果再一次透過內部工作討論會議釐清標籤內容，並篩選語意明確

之標籤策略歸納為最後之策略藍圖。如圖 6-8 右，整理過程中亦有許多與策略規劃較不直接相關之標

籤，本研究將其歸類為其他問題與意見，留待作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BIM 雲端作業之先導應用與 AEC 產業 4.0 升級策略規劃研究 

92 

 

 

表 6-7  各與會專家所提供之策略標籤內容 

代表團體 策略標籤內容 

專家學者 

BIM 4D BIM 推動平

台 

金賀獎 BIM 採購作

業手冊 

BIM 建構教

育 

BIM 政策白

皮書 

IPD 工程會拓點

計畫 

人才培育 BIM 使用者

需求 

BIM 產業白

皮書 

BIM 定義目

標 

   

 

政府單位 
BIM 法規檢

查 

建築審查機

制管理 

BIM 專業服

務 

  

 

營造公司 
BIM SOP 建

立 

BIM 技術管

理 

BIM 想像不

同 

  

 

建築師及 

公會團體 

住宅履歷情

報 

生產履歷 住宅延長壽

命節能減碳 

開放規範  

 

參數化設計 ISO 建築知識管

理體系 

EIP(PDCA) 學習型組織 

Swiss 

Catalogue 之 

BIM 建材 

    

 

施工管理 設施管理平

台 

物業管理 長照 智慧建築 

BIM+ERP LOD500 VR+AR Big Data 基

礎設施 

 

 

建材設備 

供應商 

施工圖 BIM 業主需求 設施管理軟

體 

BMS 中央監

控 

工業 4.0 

BIM 平台 

雲端 IOT(私

有雲) 

    

 

 

中央及 

研究團隊 

水泥、磁磚

整合及認證 

創新產業    

 

BIM 產業 BIM 定義 BIM Guide 營運環境數

位化 

BIM open 元

件指南 

採購法 CoBie 標竿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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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BIM 雲端平台藍圖策略組構過程與結果 

（由本研究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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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BIM 雲端策略規劃藍圖之結論與建議 

一、 策略藍圖(roadmap) - 產業經營面向 

根據上節中，本研究將專家工作會議對於產業經營面向之策略建言初步整理如表 6-8： 

表 6-7  產業經營面向之策略藍圖 

策略 

階段 

現況問題 短期策略 中期策略 長期策略 願景 

     ~2016 2016-2017 2017-2018 2018-2025 2025~ 

產
業
經
營
面
向 

市
場 (M

ark
et) 

◎缺工 
◎推動智慧
建築 

◎住宅履歷
情報 

◎標準化社
會住宅 

◎建築延壽 

◎客戶對象
定位不清 

◎推動物業
管理、設施
管理 

 ◎長照智慧
建築 

  

◎使用者需
求待釐清 

  
◎應用供應
鏈技術提升
市場需求  

    

◎市場太小
產業不成熟 

      
◎海外拓點/
進軍國際  

產
業 (B

u
sin

ess) 
◎基本專業
能力不足 

◎推動產業
交流平台 

 ◎開放式住
宅設計 

 

◎國際競爭
力不足 

◎BIM 在地
化定位 

◎BIM 的產
業政策與定
位 

◎營建生產
自動化 

◎與國際接
軌之 BIM規
範訂定  

◎建築師專
業服務範圍
待釐清 

    
◎建築模組
化施工 

  

◎建築產業
對 BIM的了
解不足 

◎建立學習
型組織 

◎找到 BIM
的藍海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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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所呈現之現況問題、各階段策略及願景得到幾點發現如下： 

1. 擴大市場規模：國內市場太小，使 BIM 應用開發受到產業規模限制，建議規劃海外進

軍策略，使現有經驗及技術發展能進一步找到發揮場域。在此同時並需制定清楚的規

範以便能與國際接軌。 

2. 釐清適用場域與推廣政策：透過先前 BIM 成功案例並運用 AEC 產業供應鏈技術，推動

產業交流平台，找出 AEC 產業中之適合優先導入之應用場域，透過產業政策制定大規

模加以推廣，並可透過交流平台在產業分工上，建立各專案彈性協同合作團隊互相支

援。應用場域之選取由目前專家意見，建議鎖定住宅、智慧建築、長照建築等方向加以

深入。 

3. 建立產業升級誘因：在產業長期策略規劃中，因應 BIM 已具備精準的設計施工支援能

力，專家亦建議 AEC 產業應邁向營建自動化、預鋳施工、開放建築、建築延壽等方向

邁進。此方向上，建議國家應支援產業大環境，提供完善的資訊基礎建設環境，建構產

業創新學習組織，並獎勵產業應用雲端大數據資料及無遠弗屆的物聯網開發相關應用，

提昇我國 AEC 產業競爭力。 

  



 

BIM 雲端作業之先導應用與 AEC 產業 4.0 升級策略規劃研究 

96 

 

 

二、 策略藍圖(roadmap) – 產品服務面向 

根據上節中，本研究將專家工作會議對於產品服務面向之策略建言初步整理如表 6-8： 

表 6-8  產品服務面向之策略藍圖 

策略 

階段 

現況問題 短期策略 中期策略 長期策略 願景 

     ~2016 2016-2017 2017-2018 2018-2025 2025~ 

產
品
服
務
面
向 

產
品 (P

ro
d
u
ct) 

◎API 的定
位與重要性
待釐清 

◎BIM 施工
圖繪製 

◎建立 BIM
服務 SOP 

◎BIM 即時
資訊系統 

◎ AEC4.0
物業設施管
理平台 

 

◎ BIM 結
構、機電介
面整合(CSD 
/ SEM ) 

◎BIM 施工
檢討與管理 

◎ AEC 4.0
施工管理平
台 

◎建築知識
管理平台 

服
務 (S

erv
ice) 

◎軟體廠商
服務待落實 

◎BIM 法規

檢討 

◎BIM 專案

管理 
◎ BIM 4D
排程管理 

 

 
◎設備建材
BIM 元件推
廣 

◎BIM 私有
雲產品服務 

   

(本研究繪製) 

從所呈現之現況問題、各階段策略及願景得到幾點發現如下： 

1. 產品服務由單一應用走向整體服務平台：目前國內 BIM 應用現況，多根據建築生產流

程設計、請照、施工、機電、建材等各分工，進行以業務單位為核心之相關應用。未

來因應 BIM 雲端化大數據技術發展，分工之間將得以連結，產品服務將邁向以專案生

命週期各階段管理為核心之整體服務型態，並支援跨專案之間的知識管理平台。產業

分工界限逐步模糊，專業酬金如何共享分配，智財權如何認定等，政府在跨領域分工

中將需扮演協調中介之角色，相關法令規範、資安機制之訂定等均需加以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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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品服務重點由設計繪圖走向管理服務：由專家提供之分期策略可發現，因應 BIM 參

數化模型之數據處理能力，原本僅能提供設計視覺化溝通之圖面或模型，延伸出具備許

多創新應用開發的可能，使 BIM 工具成為空間相關資訊管理應用的基礎。因應此一趨

勢，BIM 模型建置者及維護者，是否仍由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繪圖人員來擔任，或應設置

BIM 專業服務團隊，並應擴大服務項目、服務生命週期及範圍，是 AEC 產業此刻迄待

面對的課題，因此如何建立服務 SOP 也是產業政策制定前需釐清之問題。 

3. 產品服務佈署由現地走向雲端：因應圖形存取與顯示介面進步，雲端運算與物聯網技術

之提昇，專家所提出之發展策略，均朝向透過雲端平台提供營建管理、排程管理、物業

管理、知識管理等各種應用，使 AEC 產業各角色分工協作方式不在受限於時間及空

間，得以更具有彈性，節省成本並增加效率。因應各中小規模公司未必有能力能自力開

發與經營各類應用之 BIM 雲端平台，政府若能集中資源協同產業公會，在雲端軟硬體

設備資源及工具開發上給予協助，必能帶動 AEC 產業雲端大數據應用的升級。 

三、 策略藍圖(roadmap) – 技術研發面向 

根據上節中，本研究將專家工作會議對於技術研發面向之策略建言初步整理如表 6-9，

從所呈現之現況問題、各階段策略及願景得到幾點發現如下： 

1. 技術發展以 BIM 為核心整合周邊介面：由表 6-10 之技術策略方向來看，如：AR/VR 技

術應用、物聯網應用於設備維運、BIM 與客戶關係管理工具整合應用等，均可歸納為

架構在 BIM 空間資料核心上，延伸至視覺化介面呈現、實體世界數據收集及大數據資

料分析應用。臺灣為電腦周邊大國，相關應用之大量推廣，勢必帶動相關軟硬體產業

發展。 

2. 技術流通需建立在健全的法令基礎上：由表 6-10 之科研方向建議中，專家提出 BIM 作

業手冊、智財權、採購契約等法令基礎配套之研擬，使 BIM 產業環境中專業知識及技

術之流通得以有完善之法令規範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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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  技術研發面向之策略藍圖 

策略 

階段 

現況問題 短期策略 中期策略 長期策略 願景 

    ~2016 2016-2017 2017-2018 2018-2025 2025~ 

技
術
研
發
面
向 

技
術 (T

ech
n
o
lo

g
y
) 

 
◎BIM 現場
量測 (點雲) 

◎BIM 資料
庫建置 

◎微定位技
術 

◎工業 4.0
相關技術應
用 

◎軟體廠商
應用假設易
造成誤解 

◎BIM 客製
化 API開發 

◎BIM 知識
管理 

◎大數據應
用開發 

◎BIM+ERP
整合應用 

    
◎ IFC 交換
格式整合 

◎AR/VR 技
術應用 

◎IOT+設備
維運管理 

科
學 

(S
cien

ce ) 

  
◎訂定 BIM
交付成果標
準 

◎制定 BIM
政策白皮書 

◎IOT 通訊
協定與系統
架構研議 

◎學術支援
雲端物聯網
之科學研究 

研
發
計
畫 

(R
&

D
 p

ro
g

ram
m

es) 

◎政府系統
與民間期待
的落差 

◎BIM 作業
手冊 / 規範 

◎採購法修
訂 

◎公共工程
契約與採購
模式效能提
升 

◎配合國際
化東向南進
發展技術研
發 

  
◎BIM 資訊
法制化/智慧
財產權認定 

 
◎整合學術
與產業創新  

◎服務與系
統合一 

資
源

(R
eso

u
rces) 

◎工業 4.0
計畫未列入
營建產業 

◎BIM 案例
資料集成 

   

 
◎學校/職訓
單位人才培
養 

   

(本研究繪製) 

 

3. 業界技術創新需透過學界與政府支援：表 6-10 中針對創新資源提供，提出了學校提供

技術研發及人才培育之產學合作策略，以因應 AEC 產業 BIM 人才需求及產業研發能量

不足之窘境。政府在思考工業 4.0 經濟政策時，建議應納入 AEC 產業作為火車頭工業

之發展，制定各方面之配套措施，獎勵大規模導入 BIM 技術相關資源，與資通訊產業

所推動之雲端、物聯網政策互相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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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策略藍圖(roadmap) – 結論與建議 

綜合上述章節之討論，本研究將專家工作會議結論整理完成如表 6-11 所呈現之「BIM 雲

端作業與 AEC 產業升級策略規劃藍圖」，期作為政府在未來十年對 AEC 產業在 BIM 應用方

向之參考。使產官學各界能具有更明確的產業發展共識，由市場產業面向、產品服務面向、

技術研發面向加以整合，將現有資源做最正確有效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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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0  「BIM 雲端作業與 AEC 產業升級策略規劃藍圖」 

(本研究繪製) 

  

Times 現況問題 短期策略 中期策略 長期策略 願景

◎缺工
◎推動智慧建築 ◎住宅履歷情報 ◎標準化社會住宅 ◎建築延壽

◎客戶對象定位不清 ◎推動物業管理、設施

管理
◎長照智慧建築

◎使用者需求待釐清 ◎應用供應鏈技術提升

市場需求

◎市場太小產業不成熟
◎海外拓點/進軍國際

◎基本專業能力不足 ◎BIM在地化定位 ◎開放式住宅設計
◎與國際接軌之BIM規

範訂定

◎國際競爭力不足 ◎推動產業交流平台
◎BIM的產業政策與定

位
◎營建生產自動化

◎建築師的專業服務範

圍待釐清
◎建築預鑄施工

◎建築產業對BIM的了

解不足
◎建立學習型組織 ◎找到BIM的藍海

產品

(Product)

◎API的定位與重要性

待釐清
◎BIM施工圖繪製 ◎建立BIM服務SOP ◎BIM即時資訊系統

◎AEC4.0物業設施管

理平台

◎BIM結構、機電介面

整合(CSD/SEM)
◎BIM施工檢討與管理

◎AEC4.0施工管理平

台
◎建築知識管理平台

服務

(Service)
◎軟體廠商服務待落實 ◎BIM法規檢討 ◎BIM專案管理 ◎BIM 4D排程管理

◎設備建材BIM元件推

廣
◎BIM私有雲產品服務

◎BIM現場量測 ◎BIM資料庫建置 ◎微定位技術
◎工業4.0相關技術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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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雲端運算實例操作  

根據本研究相關案例與 BIM 未來國際研討會的整合結論，未來的建築設計與營建業方向

可歸納為：(1)智慧化 BIM(2)流程管理與營建模擬(3)點雲測量技術及(4)建築預製產品化等方

向，而雲端及物聯網正可作為以上發展方向的橋樑，進行協作與資料歸納及自動化的工作內

容。本實際案例將透過訪談內容及實務案例進行統整，將當今的建築與設計的雲端協同工作

模式與相關工作軟體進行歸納，並實際操作進行測試。 

 

圖 7-1 BIM 雲端平台串聯架構圖 

（由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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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雲端協同設計作業實例 

物連網透過雲端技術串聯生活與工作的相關事項，從軟體、平臺及基礎設施的相關服務

組織成為一個全球化的架構；雲端協同建築設計的流程相較於傳統流程的主要差異性可歸納

為三項主要差異：(1)縮短溝通距離與資料傳遞時間，(2)資訊與資料的自動同步化及(3)進度

查核點與實況管理的即時性；當代建築設計產業將可透過雲端的輔助進行工作型態的優化與

改良，點雲技術可以將現有建築物與網路地圖資訊做連結，達到雲端應用，下圖為本研究透

過訪談與雲端操作的相關使用軟體圖，本節將以實際操作軟體的步驟介紹雲端工作的參考模

式： 

 

圖 7-2 BIM 雲端軟體使用類型圖 

（由本研究繪製） 



第七章 雲端運算實例操作 

103 

 

（1） 概念與初步討論階段/客戶簽約前準備/溝通討論 

初步討論基地勘察:透過雲端地圖及軟體進行絕對座標的定位以取得基地區域的相關資

料，如風花圖、雨量以及相對濕度圖等資料，可輔助設計單位對於抵達基地前的環境資料先

行瞭解並進行前期分析。 

 

圖 7-3 雲端地圖與氣候資料的截取 

（由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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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戶約定時間與溝通 

透過雲端日曆記錄事件，並進行地圖位置與時間綁定，以準備相關資料並通報每位專案

團隊參與者；此外，出發前可透過雲端地圖進行導航，並掌握即時交通路況以準時抵達基

地。 

 

圖 7-4 雲端日曆與即時路況導航的輔助 

（由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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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場討論與溝通即時雲端同步資訊 

透過雲端硬碟與自動同步化的資料傳遞，自動同步手機照片到使用者認可的電腦與行動

裝置（包括公司電腦）；並且將現場與客戶討論的手繪圖說即時同步並與專案團隊成員分

享，可提高溝通效率並即時輔助溝通所需的相關資訊，提供使用者進行設計管理與資料歸

納。 

 

圖 7-5 雲端硬碟與資訊同步 

（由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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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啟動專案概念設計階段 

透過雲端管理平台開始進行工作分配，管理者依據專案類型進行分類，並在概念設計初

期訂定各項工作內容，管理者分派並指定特定任務於團隊成員，並透過電腦端與手機端隨時

掌握進度與進行工作問題的討論，從而將所有設計流程整合並完整記錄。 

 

圖 7-6 透過雲端管理平台輔助專案工作記錄與任務分派 

（由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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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環境分析與概念設計階段 

透過雲端地圖環景照片，對照雲端地圖提供的環景照片以合成初步設計的建築量體，並

進行能源分析與環境分析等多元化測試，透過 Autodesk Revit 軟體內建的風壓與風速測試，

進行量體造型設計與建築物日照分析等工作，以利於設計階段的初階參考與基本設計。 

 

圖 7-7 透過雲端地圖合成模擬建築量體 

（由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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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啟動專案基本設計雲端平台 

各團隊決定協作模式並透過雲端資料庫進行分工，組織專案小組；在決定完雲端資料架

構後，再依工作類型進行分工，透過雲端硬碟分類相關資料，並依檔案類型進行資料建檔，

對於不同單位的行政資料與參考資料，以及工程圖說等皆可以隨時保持最新狀態，藉以提高

溝通與執行效率 

 

圖 7-8 透過雲端平台架設共同工作的資料存取區 

（由本研究繪製） 



第七章 雲端運算實例操作 

109 

 

 

圖 7-9 透過雲端平台架設共同工作的資料存取區 

（由本研究繪製，資料提供：丁尺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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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雲端元件庫運用與分享 

透過雲端硬碟共享元件庫，並自行修改與新增元件，隨時強化團隊知識與提高效率；有

關國內外資料庫也可運用網站/元件庫外掛程式直接選擇制式或廠商提供的產品模型，國外網

站的元件資料庫如 Autodesk seek 及 BIMobject 等網站，皆提供軟體外掛直接選用產品模型，

並可隨時更新模型版本。 

 

圖 7-10 透過網站平台下載元件模型 

（由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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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透過不同的設計公司或建築師事務所的協作專案，更可經由雲端資料儲存空間進行交

流與同步，將資料庫透過分享的方式整合；可以充實原有的資料庫，也可以透過不同專案的

合作機會，將資料庫漸漸透過不同類型與多元軟體的分類方式進行歸納。 

 

圖 7-11 透過雲端資料庫分享元件庫 

（由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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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雲端彩現運用 

透過 Autodesk 雲端彩現，批次上傳透視圖並在 15~30 分鐘內（5 分鐘/批）完成透視圖彩

現，大幅縮減過往單機彩現運作的時間（通常約 2-3 小時/張），並可在網站上透過基本調整

以微調亮度、對比與曝光值等基本照片設定，不但可以讓工作時間的耗損大幅減少，也能幫

助設計者檢視設計成果與實際情況的比對 

 

圖 7-12 透過雲端彩現與資料分享 

（由本研究繪製） 



第七章 雲端運算實例操作 

113 

 

此外，透過 Autodesk 雲端彩現還可再次製作 VR 影像並下載或分享，可讓設計者用於各

種模擬實境的場合，同時提供客戶更接近真實的體驗，可以運用在各種展示說明與提升客戶

信任度及提高溝通效率。 

 

圖 7-13 透過雲端彩現並產生 VR 專用連結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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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節實作案例雲端協同作業之流程 

參考本節實際軟體案例操作之雲端作業模式流程架構整理，以下簡圖表示，提供未來有

意者實際操作流程之參考架構: 

 

圖 7-14 雲端協同作業點雲案例實際操作流程 

(本研究繪製) 

第二節 點雲掃瞄實例操作 

一、 取得實際完工的竣工模型 

透過建築師、工程顧問公司或設計公司所設計的建築物或空間由施工圖說進行各項發包

與營造施作，理論上應該按圖施工並需符合各項尺寸，但由於建築物的施工誤差值會因為基

地的地形、建築物材料的性質與厚度、現場施工人員的累進可容許施工誤差等，導致施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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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建築物與施工圖面有所不同；有鑑於現今點雲技術的成熟與電腦技術的方便性，本研究

以 C-Hub 成大創意基地作為實驗基地，實地掃瞄 3D 點雲模型，建立區域性幾何模型與全區

室內環景，不但可完整記錄室內環境的竣工狀態，也能透過記錄來讓後續的維護管理單位進

行更接近實際狀況的運作輔助。 

此外，由於施工完成的建築物與原設計 BIM 建築模型的誤差往往會被忽略或以竣工圖說

進行微調與修正，但是距離建築物實際情況尚有差距，透過 3D 點雲模型可輔助 BIM 模型進

行更貼近實際情況以修正竣工模型，進而讓後續維運的單位更具系統化的管理建築空間。 

二、 點雲模型建立步驟 

選用設備： 

本研究運用 FARO FOCUS 120 3D 雷射掃瞄儀建置點雲圖資，可通過彩色選項進行彩色

掃瞄，使每個掃瞄點不僅包含 3D 資訊，同時還包含相關顏色值，為目前高精度且最快速掃

瞄機種之一。 

 

圖 7-15 點雲掃瞄設備-FARO FOCUS 120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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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 

點雲掃瞄分為外業掃瞄與內業掃瞄，外業掃瞄分為 1.全區作業規劃及 2.建物及周圍景觀

掃瞄，全區作業規劃：係於選擇之掃瞄標的物進行掃瞄規劃，以確保獲得精確掃瞄成果，採

用可靠度最佳之 3D 共軛掃瞄球（Sphere）自動套疊法處理，可精準套疊 3D 點雲模型；建物

及周圍景觀掃瞄；建物及周圍景觀掃瞄：將各掃瞄站所獲得之 3D 點雲座標模型檔，進行套

疊成 3D 立體幾何數位模型。 

 

圖 7-16 點雲外業掃瞄操作過程 

（由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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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業掃瞄則是透過點雲自動模組化進行組合，將外業各測站掃瞄獲得之 3D 點雲資料，

進行 3D 自動模組化，依共軛基準點統計測試判定各測站間所掃瞄之共軛基準點精度指標是

否符合套疊誤差±1 公分之要求，若不符合上述精度要求，則無法自動組成 3D 模型，改採手

動方式進行 3D 模組化，最後則進行正射點雲或影像資料的合成。 

 

圖 7-17 點雲內業掃瞄與電腦端操作過程 

（由本研究繪製） 

在點雲掃瞄的過程中，除了將空間模型掃瞄完整外，非屬於掃瞄需求的內容也相對影響

著掃瞄的工作時間與所需的後續處理工作內容，例如掃瞄時段所進入的車流，行人以及路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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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皆非為建築物資料，也因此需要進行掃瞄時段的篩選及掃瞄定位點的準確擺放相關的細

節處理；本次實例可由下圖瞭解掃瞄後的原始檔案及進行雜訊去除後的對照，可以從圖片得

知明顯的雜訊差異性。 

 

圖 7-18 點雲掃瞄檔對造圖 

（由本研究繪製） 

內部掃瞄的環景照片可輔助使用者將完工時期的現況進行完整記錄，將點雲檔案與照片

合成後，還可於點雲軟體中量測空間尺寸（誤差值 2mm 以內）；此外，有關空間內的相關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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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與位置也可以透過內部空間的點雲獲得更加準確的位置，將資料提供於 BIM 模型使用者經

過整合後，對於維運管理者的實際效益更加完善，如進行冷氣空調設備的維護記錄，燈具數

量與樣式的固定檢查期設定以及消防設備的定點定期維護等，都可以透過 BIM 模型與真實的

竣工模型進行管控，以達最完善的維運管理方式。 

 

圖 7-19 室內點雲掃瞄過程對造圖 

（由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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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雲端設施管理作業實例 

透過 3D 全景點雲掃瞄後的完整 BIM 模型可再進一步將雲端設施導入於空間之中，並進

行歸納與管控，本研究預計透過：(1)建置竣工模型，(2)智慧電錶及智慧節電系統，(3)環境與

空氣品質監測系統，(4)C-HUB 資料主機，(5)整合成大雲端資料平台，以及(6)建築資訊互動

裝置藝術等，共同組成雲端設施管理架構系統，進行本實驗建築物的雲端設施管理測試，從

完整的竣工模型與詳細的智能設施進行維運管理的進階實作。本實作的執行時程如下： 

• C-HUB 大樓 BIM 竣工模型建置：105 年 8 月~11 月 

• 智慧系統規劃及研擬資訊規範：105 年 9 月~10 月 

• 智能電錶及環境感測器佈建工程：105 年 10 月~12 月 

• 建築資訊互動裝置藝術建置工程：105 年 11 月~12 月 

• C-HUB 主機及雲端主機資訊整合：105 年 12 月 

一、 實驗場域說明 

雲端設施管理作業之實驗場域「C-HUB 大樓」位於：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建築系館後

棟量體，位於臺南市小東路與前鋒路交叉口，隸屬於成大規劃設計學院，內部展覽空間、會

議空間、典藏中心、文創育成中心。本實作場域的範圍包含： 

(1) C-HUB 大樓：建築物一到五層樓室內區及頂樓， 

(2) C-HUB 中庭區：C-HUB 大樓東側戶外中庭區，以及 

(3) 建築資訊互動裝置藝術：位置預定於鄰近 C-HUB 大樓之戶外空間。 

位置關係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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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0 雲端設施管理實作場域關係圖 

（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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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1 C-HUB 大樓竣工模型 

（本團隊以 Revit 建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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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統架構 

C-Hub 智慧系統之系統架構，由幾個主要子系統構成 (如下圖所示)： 

 智能電錶：能監測本建物的其中五個用電迴路，能配合 GATEWAY 來進行電力控制 

 環境感測站：能監測本建物的溫濕度及空氣品質，能以無線網路回傳數據給 GATEWAY。 

 GATEWAY：作為資料中繼站，能匯整智能電錶及環境感測站的數據，再把資料同時傳送

給 C-Hub 主機及成大雲端主機等二個資料平台。 

 C-HUB 資料主機：能整合數據，再配合相關資料處理軟體，能進行數據儲存、呈現分析報

表、數據轉換，以及終端設備硬體管理。 

 成大校園雲端資料平台：為虛擬主機，與 C-HUB 資料主機同時存取資料。 

 互動裝置藝術：將C-HUB大樓之環境資訊及用電資訊，轉換為視覺互動藝術，成為一種揭

露建築資訊的嶄新介面。 

 

圖 7-22 C-HUB 大樓智慧系統架構圖 

（本研究繪製） 

上圖紅色箭頭為資料傳輸方向，GATEWAY 先匯整環境感測站及智能電錶的數據資料，再把資料同時回傳到 C-

HUB 資料主機及成大校園雲端資料平台進行儲存，C-HUB 資料主機則再進一步把特定形式的資料提供給互動裝

置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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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智能電錶與智慧電控 

本「智能電錶及智慧節電系統」能監測並控制 C-HUB 建築物的內部用電，以及戶外景

觀區的用電狀況。本系統藉由佈設「智能電錶」以監測各樓層的特定電器迴路之用電狀況，

藉由一個「電錶集中器」來匯整各個智慧電錶的數據資料，再傳送至 C-HUB 資料主機及成大

計網中心資料平台，以進行資料儲存、分析並產生報表。「電錶集中器」除了能蒐集用電數

據，亦能對有裝設電錶的特定迴路進行用電控制。 

● 智能電錶之功能：智能電錶能監測所在迴路之用電狀況，具備有線網路或適宜之通訊介

面，能與電錶集中器進行雙向資料傳輸。在 C-HUB 大樓之中，智能電錶設置於以下用電

迴路： 

5. 建築總用電迴路 1 個 

6. 一樓照明用電迴路 1 個 

7. 一~三樓空調用電迴路 1 個 

8. 五樓空調用電迴路 1 個 

9. 中庭照明用電迴路 1 個 

● 電錶集中器(Gateway)之功能：電錶集中器具有資料匯整功能，能匯整 C-HUB 大樓所有智

能電錶以及環境感測站的監測資料，以有線網路及無線 Wi-Fi 通訊能力，傳輸至 C-HUB

資料主機。電錶集中器亦具備電力控制功能，能管理各個智能電錶之電控設定，能切換

有設置電錶之用電迴路的電力開關，且具有人機介面以對電控條件機制進行設定。 

● 數據資料的儲存與傳輸：各個智慧電錶的監測資料，可藉由電錶集中器，傳送至本案所建

置的 C-HUB 資料主機，以進行用電狀況的計錄、分析、圖面顯示。用電數據資料能輸出

成文字檔(如：txt 檔、csv 檔或 xls 檔)，以及不同時間尺度(如：每分、每日、每月、每年)

之用電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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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環境與空氣品質監測系統 

本團隊將在 C-HUB 建築物室內及室外中庭區，選定 15 個地點設置環境感測

站。環境感測器整合了以下幾種感測器：PM2.5 監測器、CO2 監測器、揮發性有機

物濃度(VOCs) 監測器、溫度感測器、濕度感測器。透過無線通訊與中央資料平

台，將散布的終端設備整合為感測器網絡，環境因子與用電數據因而能夠互相整合

對照，期能藉此發展出更有效率的環境控制與能源控制機制。 

 

圖 7-23 環境感測站系統架構 

（由本研究繪製） 

 

環境感測站中具有一個控制器，能匯整各類感測器的數據資料，轉換成特定

的封包格式，通過 Gateway定時回傳數據至本案所建置的 C-HUB 資料主機。 環境

感測站具備有線網路及無線 Wi-Fi 通訊能力，能被賦予固定 IP，將資料以有線或無

線網路方式回傳到外部資料主機。 

在本案的 C-HUB 資料主機上建置有配套資料處理軟體，使該軟體成為環境感

測站之後端監控介面，用以呈現環境感測站之數據、分析圖表，以及感測站體的硬

體運作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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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C-HUB 資料主機 

「C-HUB 資料主機」能匯整各項感測器及電錶所收集的資料，包含:溫度、濕

度、空氣品質、用電狀況。「C-HUB 資料主機」與「資料處理軟體」互相搭配，

以對感測器數據資料進行資料匯整、儲存及顯示。本案所建置的各項環境感測器及

電力監測器所收集的資料，未來將進一步被運用於圖表製作、互動裝置藝術、數據

分析。環境感測站及智能電錶等終端設備之硬體運作狀況，亦能由本資料主機所監

控。 

 圖形化檢視介面：為能讓使用者以直覺方式來檢視個別空間的用電量與環境數

據，在檢視界面上，個別感測數據可作為前景圖像，C-HUB建築空間影像可作為

背景圖像，藉著前景數據與背景影像的關聯對應，以使＂建築空間＂及＂感測資

訊＂兩者能被對照顯示。 

 報表輸出：本系統能將本案所建置的各種感測數據，陳示於人機介面上，並匯出

各種報表資料。感測器與用電資料的統計報表顯示方式，能依照各種不同時間尺

度(即時報表、時報表、日報表、月報表、年報表)來呈現。各個電錶或環境感測

站之數據應能分別儲存為文字檔(txt或 csv格式)，且不同時間尺度(即時報表、

時報表、日報表、月報表、年報表)可分別存檔。 

 原始資料之格式轉換：本團隊致力於使本系統所儲存之資料與報表，能經由以下

方式被運用： 

• 能透過網頁或手機 APP 檢視報表、能透過網路檢索單筆資料 

• 單一個電錶或感測站之「即時資料」，以每分鐘為間隔，即時儲存為單一文

字檔(*.txt)或逗號分隔值檔(*.csv)。 

• 整體建築物的電錶或感測站之「統計報表」，以每分鐘為間隔，即時儲存為

單一文字檔(*.txt)或逗號分隔值檔(*.csv)。 

• 整體建築物的電錶或感測站之「時報表」、「日報表」、「月報表」、「年

報表」，儲存為單一文字檔(*.txt)或逗號分隔值檔(*.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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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與成大校內雲端資料平台整合 

研究團隊運用本校計算機及網路中心之虛擬主機及雲端儲存空間，於雲端虛

擬主機上建置與 C-HUB 資料主機相同功能之資料平台，亦即能對本案各項電錶及

感測器建立雙向資料鏈結，以進行資料匯整與資料儲存，能輸出報表及圖形化介

面，能進行原始資料之格式轉換。 

由於 C-HUB 的各項感測器數據及監測資料(包含:環境感測站數據、用電監測

數據)，均必須能被本校計網中心的主機進行讀取及儲存，因此在本智慧系統的規

劃初期即力求各項感測器數據之資料傳輸、資料儲存、資料格式、通訊協定，均必

須相容於本校計網中心之系統。 

七、 建築資訊互動裝置藝術 

本實作將建置”建築資訊互動裝置藝術”一座，可將 C-HUB 大樓之環境資訊及

用電資訊，轉換為視覺互動藝術，成為一種揭露建築資訊的嶄新介面。本裝置藝術

整合多個團隊合作而成，由本團隊進行資訊整合工作，由參數式設計專家 Kane 

Yanagawa 進行造型設計，由 E-Ink 元太科技提供電子紙顯示技術。 

本團隊在 C-HUB 感測系統建置完成後，將運用原始數據資料進行後續相關開

發，本互動裝置藝術即是其中之一，因此在 C-HUB 智慧系統規劃初期，即在 C-

HUB 資料主機上建置相關資訊處理軟體，能將數據資料輸出成文字檔或報表檔

(如：txt 檔、csv 檔)，在單一文字檔案中，以逗號分開列出環境感測站內含的五項

環境因子的數據，或是智能電錶之幾項重要用電數據。這些文字檔案中的資料，經

由本團隊所開發之中介軟體進行轉譯，就能提供給互動裝置藝術作為視覺化圖像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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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根據調查與研究整理，條列歸納結論以及後續發展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整體研究過程以舉辦國際研討會、文獻收集、研擬調查方針、專家訪談與實

地訪查、研擬 BIM 雲端平台發展架構與 BIM4.0 雲端發展重點機制為主要工作項

目，以下為本研究案相關成果與結論。 

一、舉辦 BIM 國際研討會並收集歸納國內外產業發展資料 

本研究藉由邀請 BIM 國際專家做為國際研討會的 Keynote speaker 擔任嘉賓，

並且邀集國內專家與指標性廠商進行演講與交流，推廣 BIM 在國內外的應用，促

進產業發展與資料收集。 

結論：在內政部建研所指導下，整合產、官、學界，分別在臺北、臺南主辦

「臺灣 BIM 未來研討會」，為建築界帶來一股 BIM 整合的風潮，本次邀請美國喬

治亞理工大學教授、有“ BIM 之父”美譽的伊斯特曼（Chuck Eastman）教授及其夫

人，受邀來台訪問一週並舉辦兩場研討會，臺北、臺南場次座無虛席，對於臺灣推

廣建築資訊模型在建築營造產業的應用，又邁向一個新的里程碑；同時，也邀請了

臺灣活躍於推廣與應用 BIM 相關建築產業進行發表，不但可以促進業界交流，也

能為本研究案的案例內容進行最具指標性的資料收集與歸納；在 Chuck Eastman 的

演講中，提出了四個 BIM 未來發展趨勢的重點，分別為 Off-Site Prefabrication（模

組化、單元化建造）、Build to the Model（按模型施工）、Scheduling and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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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排程管理與施工模擬）及 Model Checking（自動化模型檢核）。本研

究進而再整合本研討會各專家與產業專注的內容，統整出幾項臺灣 BIM 產業發展

的方針，並統籌為四個重點，分別為：智慧化 BIM Rule Checking Architecture 

（Building Automation）、流程管理與營建模擬 Process Planning, Scheduling & 

Simulation（Model to Build）、點雲測量技術 Laser Surveying （Build to Model）及

建築預製產品化 Off-Site Prefabrication （Construction Productivity）。 

二、臺灣發展 BIM 雲端作業之產業需求調查 

本研究透過資料收集與舉辦座談會，瞭解目前發展 BIM 雲端 4.0 的進度與挑

戰，目前臺灣尚處於 BIM 轉型階段,僅有少數專業工作者與雲端工作模式緊密運

作，許多實務工作者還是以公司內部主機運行，或是內部文件整合化進行建築相關

工作，多數以私有化雲端或是以傳統資料處理方式進行，未來發展產業需求尚需更

多配套措施以推廣，獲得之詳細討論內容如附錄四之整理紀錄。 

結論：在專家座談會與資料收集的過程中，專家學者與廠商代表各家皆以自

身成果進行對於業界具實質幫助的軟體或平台，但目前的工作模式皆因產業工作者

的需求以及運用領域的差異性有所不同；目前的結論可概括說明各平台皆倚賴＂物

聯網＂做為銜接的方式，而使用者皆需先調整工作模式與資料儲存的習慣方式來因

應調整，進行工作模式的轉換與變動，本研究目前訪談的專家皆為雲端運作的翹

楚，但一般的產業與建築相關廠商由於資料保密的緣故，尚處於觀望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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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專家學者雲端作業模式訪談紀錄 

附錄四業界訪談紀錄 

訪談業界 各部分雲端作業簡要 

潤泰精密儀器 

楊襄理泓斌 

1 本公司運用 BIM與 IOT裝置結合管理化與機能化建材開

發。 

2 本公司在材料開發時，針對聲、光、電、熱、水、力的數

據結合各電腦設備裝置去做建築物理環境進行建材開發的

效益評估。 

3 本公司將過去土木與建築分工項目做一個整合，透過雲端

作為一個溝通及協調的平台。 

4 潤泰精密水泥廠推動品質履歷。將每個生產管制點與作業

內容，使用電腦資訊系統進行連結，透過 IOT 與雲端平台

隨時隨地確知生產品質與使用物料情形。 

林煒郁、黃郅堯建築

師事務所 

林建築師煒郁 

黃建築師郅堯 

1 本事務所透過多功軟體開發或外掛輔助(例如 Taiwan 

Building Code臺灣面積計算雲端運算外掛程式)，提供設

計者更加準確控制專案之可行性以及流暢度• 

2 本事務所利用雲端平台與機電、土木技師溝通，並在任何

時刻都能記錄且變成資料庫，更有系統化的專案管理。 

易及網公司 

洪國源 

1 本公司利用 BIM協同作業整合臺灣長久以來營建工程人才

專業認知之差異• 

2 本公司所建立的營建施工管理平台，統整標準製程，詳細

記錄工作進度控制進度，可以很快找到問題癥結點降低失

誤，並結合私有雲端完成一套的管理系統，在往後可以加

以控管、修正與學習。 

3 本公司目前所開發之營建管理專案平台並未開放供公眾雲

端平台使用• 

戴育澤建築師事務所 

戴建築師育澤 

1 本事務所建議建立一套學習型組織機制，並利用 iso系統

來整合平台。1.建立平台讓學習、專業皆有所成長。2.專

案行政分工管理系統。提供未來各事務所不分國內外皆可

設點。 

臺北衛武資訊 

李總經理孟崇 

1 本公司透過外掛式軟體開發(例如: 3D-CSD與 SEM檢核)與

雲端平台之設計施工端溝通協各介面之衝突• 

2 本公司目前透過釋疑文件管理系統(BIM-BAESD)和施工圖說

與二維條碼的結合，可直接在手持裝置上顯示相對應的 3D

模型。 

3 本公司除了將 BIM技術導入及諮詢顧問外，也另外開發

WeBIM平台、客製化雲端、雲端樣品屋展示。 

各專家學者訪談 需求調查結果之建議 



 

BIM 雲端作業之先導應用與 AEC 產業 4.0 升級策略規劃研究 

132 

 

林煒郁、黃郅堯建築

師事務所 

林建築師煒郁 

黃建築師郅堯 

1 本事務所認為目前的 BIM軟體需更加本土化符合資料庫數

據能夠更加通用與推廣• 

2 本事務所認為透過雲端及時接收廠商與需求者的反應與回

饋，更加 BIM資料庫建立完整。 

易及網公司 

洪國源 

1 本公司認為臺灣目前查核及驗收的邏輯與原則也是該有一

套專業知識背景的訓練，才能立即發現錯誤並做處理。 

戴育澤建築師事務所 

戴建築師育澤 

1 本事務所認為各事務所皆需利用先前建立完整的紙本資料

庫加以 e化。需政府提供規格化作業流程參考• 

2 本事務所目前與其他事務所一樣缺乏政府標準下的配套措

施，以利未來投入 BIM專案管理• 

3 本事務所認為臺灣 BIM在私人建案上最大的難處，是時間

經常被壓縮、人才難找，加上業主經常變更設計，材料廠

商沒有完整知識系統，施工端品質也不被要求•政府應該

建立一套標準化流程，提供業界各事務所標準化作業，可

保障權益及增加工作效益• 

臺北衛武資訊 

李總經理孟崇 

1 本公司認為臺灣法規制定分工作業，導致以獎勵機制換取

建築回饋及效益，在推動 BIM上增加難度，應該將法規鬆

綁。 

BIM雲端作業與 AEC

產業 4.0策略藍圖規

劃工作會議 

1 雲端作業模式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更能便 End-User 感受其

價值。 

2 跨域整合、多元學習。 

3 最原始的資料作為雲端運算的基礎。 

4 結合 BMS 軟體發展、設計手法之更新（直接三度空間之檢

討），即時設計展現。 

5 智慧建築需更多結合物聯網將訊號傳輸到遠端進行訊號收

發、分析、運算及操控等。 

6 設備庫需求的重要性。 

7 雲端作業模式政策白皮書。 

8 公共工程導入 AEC4.0的執行契約。 

9 政府需建立共享資料的基礎資料庫。 

10 成立跨部會機構小組各方收集資料確立各階段程度發展標

準。 

11 在學校推行推廣 BIM教學教育。 

12 結合政府採購方式提升產業市場邁向國際化。 

(本研究整理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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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 BIM 雲端作業之業界整合案例分析 

透過業界實地訪談的深入瞭解，本研究得以更深入的瞭解業界實際雲端平台

的操作過程以及平台核心概念，詢問不同廠商目前發展中與即將發展的目標與內

容，並可藉由訪談與專業開發者促成軟體或平台的測試與試用機會，從而瞭解雲端

平台的核心價值與內容。 

結論：根據雲端軟體與平台的深入分析與整合，本研究依據臺灣雲端工作平

台的現況，依據開發者分類為三種類型，分別為資訊軟體公司，工程顧問公司以及

建築設計相關公司；並依據使用區段分類為（1）設計階段的資訊協同作業（2）設

計接續施工管理階段的雲端協同作業（3）施工營建階段的雲端協同作業（4）營運

管理的雲端作業（5）審查機制雲端作業（6）雲端元件整合平台；以上各依目前業

界的實際案例介紹，透過案例瞭解目前的產業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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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建產業階段 

產業 

分類 

BIM 雲端 

整合階段 

設計規劃 法規審查 營建施工 營運管理 

建 築 設

計公司 

雲端整合 

階段 

使用者/使用平

台架構規劃/產

品製造者 

使用者/被審查

方/預先審查 

輔助使用者/與

營建單位溝通

協調 

設計規劃者 

協同作業 

階段 

使用者/架構規

劃 

無 使用者/輔助使

用者 

設計規劃者 

資 訊 軟

體公司 

雲端整合 

階段 

工具產品製造

者 

工具產品製造

者 

工具產品製造

者 

工具產品製造

者/系統維護者 

協同作業 

階段 

工具產品製造

者 

無 工具產品製造

者 

工具產品製造

者/系統維護者 

工 程 顧

問公司 

雲端整合 

階段 

使用者/架構規

劃者 

輔助使用者 使用者/架構規

劃者 

專案物件整合

行銷 

協同作業 

階段 

使用者/架構規

劃者 

無 使用者/架構規

劃者 

專案物件整合

行銷 

各個建築相關產業在建築生命週期間對雲端作業與協同合作的扮演角色表(本研究繪製) 

 

 營建產業階段 

產業 

分類 

各階段參與

度比較 

設計規劃 法規審查 營建施工 營運管理 

建 築 設

計公司 

營建參與度 高 高 中 無 

雲端參與度 高 無 高 無 

資 訊 軟

體公司 

營建參與度 無 無 無 無 

雲端參與度 高 無 中 中 

工 程 顧

問公司 

營建參與度 低 無 高 高 

雲端參與度 無 無 高 高 

各個建築相關產業在建築生命週期間對雲端作業與協同合作的參與度比較表(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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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雲端作業與 AEC 4.0 產業架構策略藍圖 

透過管理學運作的策略模式進行策略藍圖的組構方式，並經由專家座談

Workshop 及整合國際研討會與訪談專家的內容，進行策略聯盟的整合，從 2016 年

的現況引導至 2025 年的願景發展，以趨勢及市場推動力，挑戰與機會，推動力等

主軸進行整體討論，最後再根據參與專家的意見搭配研究小組的篩選與重組後，進

行架構呈現。 

結論：根據專家座談會 Roadmapping Workshop，從產業經營、設計與產品開

發及技術研發三大面向的討論與申論，以及共四階段的彙整與分析，歸納出目前雲

端作業與 AEC 產業的藍圖與願景，應朝智慧化、流程管理與營建模擬、點雲測量

技術、建築預製產品化等方向發展，目前臺灣產業的整體面向偏重於技術研發，卻

忽略了產業經營與管理的方向，很可能導致單一技術的深化，但卻無法串聯整體雲

端作業對產業的優化發展；此外，由於臺灣市場的緊縮，相關廠商紛紛轉向國際發

展，目前階段尚需向國際學習的雲端作業與策略，需要政府做莊，從制度與相關法

規建立規範與架構，尋找願意協助研發或示範操作的產業從業人員，共同推廣，以

穩定的發展臺灣在營建與產業發展的潛力，並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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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資料成果與案例分析整理，以及論壇舉辦與產業界訪談相關歸納，本研

究小組提後續發展建議如下：： 

建議一  

國內 BIM 雲端作業先導應用策略策略藍圖工作會議： 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協辦機關：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中華民國公共工程

資訊協會 、臺灣建築學會、臺灣營建研究院 、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臺中市

政府、臺灣大學土木系、成功大學建築系 

國內目前於 AEC 各方領域均有相當數量的 BIM 技術開發研究與實務，唯獨欠

缺國家規範與施行辦法，對於國內 BIM 發展策略規劃，主辦機關可於北中南部各

舉辦數場 Roadmap Workshop，邀請產學界各路專家齊聚一堂，共同商討臺灣

BIM4.0 發展策略。本研究案已做基本示範提供參考，步驟如下：(1)先設定短中長

期目標、(2)設定發展領域架構、(3)邀請各架構內相關領域學者、業界先進前來一

同協商，提供意見，(4)整合意見並歸納出發展方針。依本研究執行的初步工作成

效建議，未來的 Roadmap Workshop 將可著重於各縣市發展推動績效及挑戰進行主

要議題，由於北部推動目前尚屬臺灣前瞻區域，中南部尚屬於產業方針不明確區

域，透過在地化產學界各路專家的共同討論，將可有效引起並藉以推動各區域專家

學者的注意；本研究建議各區域舉辦 Roadmap Workshop 的研擬方向為：(1)BIM 可

應用於產業之討論，(2)BIM 在地化應用與推廣深化之技術，(3)雲端發展於各區域

與 BIM 的連結性，(4)分區縣市的異業同盟與挑戰(5)整合分區發展策略與計劃。舉

例來說，北部由於技術人才豐富，政府單位可發展 BIM 技術與雲端程式的相關推

動，並由地方建管單位做示範性的實施，如落實雲端審查執照機制、雲端地籍資料

庫建置等；中部房地產相關產業推動豐富，可以建設相關應用進行中下游產業的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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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資料庫整合推動；而南部的豐富傳統產業背景導致推動遲滯的狀態，可透過雲端

連線與資訊交流層級推廣 BIM 基礎運用與在地化專用模板的開發。政府單位可成

立 BIM 雲端作業專案小組，招集相關公司開發公部門雲端平台，提供給建築產業

使用，以審照流程簡化或其他獎勵機制鼓勵建築產業使用，並提供雲端資料庫。 

建議二  

 BIM 雲端作業案例實作研究： 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內政部營建署 

協辦機關：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中華民國全國建築

師公會、臺灣建築學會、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臺灣科技大學、成功大學建築

系 

由於目前世界性各種產業的迅速更迭，提高產業工作效率為目前各產業皆持

續強化的核心目標，透過機械與自動化的運算以減少人力的耗損為目前的常見方式

之一，但由於建築設計與營建產業多數工作會因為人、事、時、地、物等各種可能

性產生各種無法預期的突發狀況，非如工業產品的固定參數與步驟產出；因此，雲

端工作模式正可彌補目前設計與營建產業的圖說與營建工作時間差，研究團隊可透

過國際案例，以及參考本研究所分析歸納之使用區段分類：（1）設計階段的資訊

協同作業（2）設計接續施工管理階段的雲端協同作業（3）施工營建階段的雲端協

同作業（4）營運管理的雲端作業（5）審查機制雲端作業（6）雲端元件整合平台

以及訪談深入探討雲端產業目前與未來的工作模式，提出至少三種類型的工作範

例，建議將工作範例分為： (1) 資訊軟體公司、(2) 工程顧問公司、 (3) 建築設計相

關公司，並個別提出至少一種工作流程與範例，提供即將導入雲端工作模式的公司

參考與執行，提高公司競爭力也提升臺灣與國際接軌的機會。未來課題將由實際案

例進行先趨建議，並由研究者與相關公司建立推廣與合作關係，由 BIM 建築相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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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雲端推動實務發展，並於研究成果提出實際範例模組流程及實際公司運作之相關

挑戰與過程記錄，以作為後續導入之相關公司的範本與建議。 

圖 8-1 各階段建築相關產業流程圖 

(本研究繪製) 

 

建議三  

以 BIM 科技推動 AEC 4.0 創新產業 Living Lab： 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內政部營建署、科技部 

協辦機關：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中華民國公共工程

資訊協會 

在推動 AEC4.0 計畫草擬過程中，必須與國家現正推動的雲端應用與物聯網

IoT 結合，招集有意協助推動之業界廠商企業，進行 Living Lab 實際推動計劃，建

議與目前建研所推動的「永續智慧社區創新實證示範計畫」結合，導入 BIM 到實

際的場域，並蒐集產業界意見，參考使用者經驗加以修正。具體的建議為：(1)選

定一個公有單位、校園、或園區場域設定為 Living Lab，進行 AEC 4.0 的實際操

作，可參考建議二提供之政府單位協作流程，演練操作項目包括雲端應用與物聯網

IoT 應用在智慧生活、智慧建築、設施管理、智慧節能、智慧交通等、(2) 透過

Living Lab 雲端平台與場域的物流系統、晶片系統、管控系統結合，所記錄的資料

包括 BIM 模型、設施資料、營運資料，測試使用並歸納使用心得與發展願景；可

設計階段的

資訊協同作業

設計接續施工

管理階段的

雲端協同作業

施工營建階段的

雲端協同作業

營運管理的

雲端作業

審查機制

雲端作業

雲端元件

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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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Living Lab 的實作應用，定期展示成果，整合參與廠商的技術與協作績效。

Living Lab 專案規畫小組應整理蒐集平台設計與使用者心得蒐集之研究調查報告，

在架構設定一開始即保留可擴充至其他相關產業或應用化之空間，使專案推行內容

具有繼承性，並能夠不斷延續發展。 

 

建議四  

BIM 導入舊建築再利用以點雲技術研究暨實務演練： 立即可行建議 

主辦機關：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內政部營建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協辦機關：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中華民國公共工程

資訊協會 

點雲是將 BIM 帶往建築生命週期中，在完工與維護、營運階段的重要技術。

可以更精確地從場地勘查、施工檢核，到最後完工驗收作完整的查核，根據 BIM

資訊的內容也能達成法規上的自動化確認，其研發的技術也具有產業發展的潛力。

建議可由舊建築改建或空間再利用方面開始著手，運用點雲技術展示舊建築再利用

前與後之演變，保存修復與再造的建築資訊與工作流程；尋求協作廠商開發公用平

台與技術、並研發可供業界購買或租用的設備與服務，從實務面導入點雲技術，將

BIM 推行方案與實務面做精確的連結。建議流程為：(1)舊建築維修前樣貌現勘，

並用點雲紀錄維修前樣貌；(2)在 Revit 中可進行現況與計畫興建建築之模擬樣貌；

(3)在施工期間用點雲完整記錄；(4)完工後將整套流程串接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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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2016 臺灣 BIM 國際未來研討會 臺北場 

時間：104 年 3 月 15 日（一） 08:30~17:30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一、出席專家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工程技術組 陳建忠 組長 

新北市都市發展局 黃毓舜 股長 

臺灣建築中心 李明澔 經理 

臺灣大學 BIM 中心 郭榮欽 執行長 

交通大學土木系 洪士林 教授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 蔣定棟 經理 

台賓科技 許坤榮 經理 

臺北國際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張國章 建築師 

臺北國際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閰家銘 經理 

衛武資訊 羅嘉祥 經理 

二、會議照片 

  

會議照片一 會議照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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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照片三 

三、研討會紀錄： 

█  Chuck Eastman 專題演講 

When Will the Revolution End ?  Is the same rolling revolution going to happen in 

AEC ? 革命何時終了? AEC 產業是否如汽車工業，將發生滾動革命? 

BIM 已改變了 AEC 產業近千年來的基本表達方式。從文藝復興開始，建築物

在建造之前便透過圖面來表達想法，這方法也為現代建築所接受並採用。但目前正

發生許多革命性的改變，在此我想為各位說明這些改變的緣起及後續所帶來的影

響。從 1970 年代開始，我便投入了電腦輔助設計相關教學研究。這期間，我看見

製造業的工業化逐步在汽車工業、航太網絡、機械系統等領域展開，使產品在製造

之前，可以透過電腦塑模不斷修改。這種方式也稱為虛擬設計與建造（virtual 

designing construction），是一種在 4D 環境中測試設計想法的概念，提供設計者隨

著設計發展過程，不斷將業主想要的特色加入設計中，使整體達到更好的境界。但

問題是應如何進行才能有效達到此目的? 會有哪些問題產生? 我想這是我們今天下

午可以好好討論的問題，也許我們可以得到更清晰的外在全貌。 

一開始，我想舉汽車工業的相似性做為類比。1880 晚期至 1890 年代，開始出

現了所謂 “無馬的馬車”。當時誰會想到這將改變都市的建造及人們旅行的方式。

更新了的都市在未來會如何改變其配置方式，也不是今天的我們可以預知的。在汽

車工業中，自動化機器也成為整體設施中備受注意的項目。因此“無馬的馬車”對汽



附錄一 2016 臺灣 BIM 國際未來研討會 臺北場 

143 

 

車工業而言也只是轉變的開始。在汽車出現之前，賽馬運動也行之有年，因此順應

路權轉變，賽車運動便油然而生。隨著車速增加，而路面未鋪設狀態下，帶來車禍

意外等副作用，因此需要制定速限規定、設立交警執法。此外，交通阻塞、空氣汙

染等狀況也跟著發生。因應上述轉變，我想透過簡報中的泡泡圖以說明這些因果關

係，並想像每個環節所將帶來的後續連鎖效應。這些項目雖然都不是受到 “無馬的

馬車” 直接影響，但卻間接地帶來這麼多的後續效應。美國在 1940~50 年代，艾森

豪開始倡導州際公路及高速公路系統，因此高承載車道（HOV lanes）、排氣控制

（Emission Control）等規則也於 1960-70 之間隨之制定。透過安全氣囊增加保障及

風險控管、居住人口往郊區蔓延（suburban sprawl）、甚至無人駕駛汽車等新的事

物跟著發生，這些都是當初馬車革命之前所未能預料的事。我之所以呈現這些關聯

性，主要用意在於說明：目前發展中的 BIM，事實上也會產生同樣的過程。 

 

附錄圖 1-1 滾動的革命與 BIM 的願景 

(C. Eastman, 2016) 

同樣的革命將發生在 AEC 產業嗎? BIM 對我而言，事實上就是使建築物具有

準確的幾何資訊。設計者通常都從建築實體的平面配置開始，之後才考慮屬性、性

能等其他需求。但這種方法可能不正確，因此希望能有所改變。BIM 的幾何資訊

容許我們產生一整套一致的圖面。我相信有一些建築師事務所常發生以下的情形：

當年輕的建築師被交付一些像門窗細部或石材表面分割設計等工作時，常會對圖面

上究竟是一堆混凝土塊或結構牆有所誤解，甚至之後需要修改 4 或 5 套圖面，包含

平、立、剖及各種不同比例的圖面。問題是，我之後便難以回想那些修改在哪些地

方? 於是只要有所遺漏，便造成圖面不一致的情形。在美國，承包商會照著圖面所

見，將不一致的圖面及設計錯誤的地方照樣施作。於是後續需要修改錯誤的部分，

他們便計入整體造價來負擔。一直以來營造業便存在著這許多負面的事，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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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的出現才提供了解決的方法，使繪製各種不同大小比例的圖面並不增加額外

的負擔。我遇到許多承包商他們都說: 我不使用建築師給我的圖面，因為尺寸、比

例不正確。以上種種狀況，引領我們必須透過 BIM 技術來確保圖面的一致性。 

過去碰撞偵測若不使用平行投影，很難找出特別衝突的位置。今天 BIM 應用

確實帶來許多便利性，從幾何資料正確性到碰撞偵測都可做到，許多技師並不需親

臨現場，只須透過碰撞偵測表單便可修正。透過建材屬性正確輸入也使我們能夠即

時估價，並在處理衝突情形時做出前十大優先處理的決策。因為通常衝突情形會導

致預算超出，使得結案時需要想辦法降低費用。上述這一連串變更都意味著幾何資

訊統一的重要性，以使用正確的屬性資料。在此我也要特別點出這一連串的活動，

與汽車工業發展的脈絡一樣，都是透過與現有環境涵構相互影響而衍生。一開始的

建築資訊改變，其效應將逐漸發酵，使我們漸漸看到其影響。從這張投影片中我們

看到 BIM 發展的路徑，其中最重大的影響便是設計與營建的整合。設計-招標-建

造（design-bid-build）是美國建築產業中公家及私有專案的標準操作模式。但這種

方式其實效能不彰，被認為會導致工地各參與方之間對立的情形，彼此堅持己見而

將錯誤推給對方。錯誤累績的結果通常到了最後才來彌補，但已遠遠較即時解決需

要更多的預算，結果得到品質不佳的策略。 

「自動化法規檢核」是目前全球 BIM 主要著力的議題，法規檢討、4D 追蹤、

建築模擬、隨時間變化的 3D 建模等工作，希望很快都能深入到以“日”為單位，到

竣工時所有的變更及施工誤差，都可以透過模型紀錄各樣屬性，進行每天的資料回

溯與檢討。因此將設計內容建立在模型上遠比過去建立在圖面上來得更精確。當人

走入 3D 模型，很快便能辨識出哪邊還需要修補。當 Frank Gehry 剛開始設計畢爾

包古根漢美術館時，他將模型鍵入 Catia 軟體，驗證設計合理性，使後續的迪士尼

音樂廳設計案有標準可循。依模型進行建造代表著比依圖面進行建造來得精確，因

為圖面只是 2D 消點所投射出來的 2D 空間。 

參考泡泡圖中，BIM 也發展出「每日進度追蹤 （Daily tracking of progress）」

這項應用，透過解析度設定、工地現場的許多自動化機器人，可根據工期進度表進

行 4D 追蹤、建築安全追蹤、廢棄物追蹤等。這些都是各位可預見不斷會有所進展

的工作項目。我們所投入的營建產業，已開始了一連串的轉變，值得期待。 

我們所稱的「建築資訊模型（BIM）」，也被稱為「虛擬設計與營建（Virtual 

Design and Construction，VDC）」或稱為 「智慧化參數設計（Intelligent parametric 

design）」，這裡提出一些有關碰撞偵測（Clash Detection）的案例。要使建築物

透過 3D 呈現，我們必須以結構體接點資料為基礎，取得可逐一檢查的參考座標，

將所有的資料透過碰撞及一致性檢查，放入單一的座標系統中。結果使我們可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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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管各種衝突狀況的產生，防患圖面不一致、圖面間無法銜接的災難於未然。這裡

我將透過許多案例加以說明。通常接頭細部大樣圖都非常複雜而難以閱讀，若能以

3D 呈現，能將資訊整合，使易於理解。模組化常針對不同系統建構不同的模型，

透過營間過程縮時動畫來檢測錯誤確保安全。有些系統則專門用來整合多個模型並

檢測空間衝突點。 

 

附錄圖 1-2 衝突檢測與模型對照 

(C. Eastman, 2016) 

衝突檢測：機電設備的衝突檢測可從概念階段平面配置到 3D 細部模型。傳統

機電圖多為 2D 單線圖、規則化安裝、現場設計。機電圖常填入平面設計中，並採

取 XY 及 YZ方向 2D 投影，但有些樹狀管線在建築物內會沿著對角線斜向配置，

使其碰撞檢測變得相當複雜。因此除非透過 3D 進行碰撞偵測將其一項項列表檢

討，才能快速解決碰撞問題。我之所以聚焦於討論此議題，因為我認為這部分對設

計或施工改善最有幫助。過去透過 2D 圖面，許多問題需要到現場做臨時的調整

（ad hoc adjustment），但也常因此又導致其他碰撞的產生，使問題不斷衍生。 

組件預製：若能提供 3D 模型，他們便能產生圖面將建築物一次拆解為許多組

件並加以組裝。這是實際又有效率的做法，可節省時間、減少風險，使每個組構的

環節都如預期，因此也開始有案例以預製工法做為簽約條件。如下圖左中，某醫院

正在按其空間計畫，組裝預製好的空調管線組件。這種特殊的預製式案例帶來各樣

的優點，而節省時間是其中最大的優點，藉由生產線工作臺快速組裝，減少工地現

場工作的堆積，並帶來更精確、低誤差的高品質產品。經由安裝及維護的整體評估

並發現：預製所需耗費的費用及時程幾乎與非預製方式相同。下圖右中為一位於紐

約市的案例，照片中呈現管道支撐系統及防震接頭透過 Navisworks 模擬和預製工

場成品照片幾乎完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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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1-3 預製組件的優點 

(C. Eastman, 2016) 

營建生產力：另一和溝通相關的面向，即是傳統 AEC （建築/工程/營造）產

業生產力與營建工業生產力的比較。如下圖左之統計圖表可以說明營建業產值相當

低且有逐年下降之趨勢；反觀製造業產值則穩定成長。甚麼是生產力? 亦即每一單

位人力可以產生的經濟利益。我們曾研究統計影響生產力的原因，我們代入材料費

用、各項工程造價等分析並確保能售出後，發現人力成本約佔總造價的 40-50%。

以工業生產等級來看，人力成本若超出此一比例便會虧本。價值的衡量可包含變動

價值及附加價值，而生產力則是相較於單位付出成本所得到的價值。營建產業必須

思考如何透過創新來提昇生產力，例如：使用雷射掃描（laser-scanning）等設備，

或是儘量結合製造業的預製優勢。因此無疑地目前的立即性需求即是透過創新技術

來提昇生產力，並建立創新研發機構以加速技術轉移。 

 

附錄圖 1-4 建築營造生產力的下滑 

(C. M. Eastman & Sacks, 2008) 

P = 生產力   

V = 總體價值

/年 

n = 人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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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們觀察營造業中各個不同的工種，可以發現目前所有的承包商必須在現

場進行所有的安裝。但我的重點是，為何營造業無法進步而製造業卻能進步? 主要

是定義的問題，我們不能說製造業不能是營造業的一部分。提供整棟建築物的模組

化混凝土版製造商也可以說是營造業的一部分。帷幕牆或模組化混凝土產品，在工

地現場以外的工廠做好的，就稱為製造；而在工地現場製作完成的，就稱為營造。

因此每當我要最佳化以提昇技術創新，便需儘量送到工地外製造。其他在現場進行

的營造施工，多半屬於勞力密集的部分。下圖中我引用 1990 年美國商業普查的圖

表，左上圖比較施作建築物外層的玻璃及門窗承包商、以及玻璃及門窗的製造商在

獲利曲線上有明顯差異。近 10 年來，製造商生產力不斷提昇，但現場承包商的生

產力則停滯甚至降低。混凝土、鋼結構、電梯等其他幾項工種也有同樣的調查結

果，這趨勢也說明了求職者應慎選具有獲利前景的行業。採用工廠大量預製並運用

BIM 技術以增加產業生產力的公司，通常薪資行情都高於此行業一般平均水準。

目前建築業處於工廠製造與現場施工兩者混用的狀態，選用配比帶來的影響應可被

追蹤。任何一項創新科技對於整體工程帶來的效益都應可被追蹤。我計畫進行後續

版本的分析，希望能將繼續修正 BIM 對生產力所帶來的效益。 

 

附錄圖 1-5 建築相關材料的發展過程 

(C. Eastman, 2016) 

以下還有許多模組化構造方式的案例，因外部產品的附加價值帶來整體價值

相對比例的增加。如圖中的整體式衛浴、Amstard Federal 造船公司的郵輪單元化組

屋等都是已實現的案例。未來預製產品將佔發包金額越來越多的比例，建築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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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費多半只需用於拼補接合這些堆積的預製單元，產能增加也使投資成本較快回

收，以上是我們的假設，仍有待尋找更多資料加以佐證。如下圖右為一處在美國

Minneapolis 之醫院案例，由模組化式雙人病房單元所吊裝組合而成。他們也計畫

在杜哈蓋同樣的醫院。 

 

附錄圖 1-6 模組化單元化說明 

(C. Eastman, 2016) 

生產物流網絡 （Production Logistic Network）：我在喬治亞理工致力於檢討

標準規範是否有助於釐清障礙並分析工作流程。我們完成了鋼構施工、模組化混凝

土及鋼筋混凝土的調查研究。其中鋼筋混凝土特別有趣，因為它相對複雜。我們必

須將各種正確的形狀放在一起並置入鋼筋，將鋼筋彎製捆紮成類似的形狀後澆注混

凝土，然後繼續往前或在附近重覆同樣的流程。如下圖透過比序進行決策分析技

術，我們關注各種不同的工作流程，並製作了參數化流程圖，以產生所謂 DART

（Decision Analysis by Ranking Techniques）方案來調整工作步驟。圖中可見，混

凝土形狀影響鋼筋配置；鋼筋配置影響切割長度；切割長度影響鋼筋彎鉤；鋼筋彎

鉤影響鋼筋籠 3D 組裝。所有分工都可按部就班地展開分派並檢討其工作流程優

劣。流程預測網可最佳化目前的工作流程組合。未來企業將進行自主流程檢核，並

將生產流程最佳化，一步步使生產流程與物流轉型產生關聯。美國一家以創新聞名

的建築公司 Kieran & Timberlake，曾針對「物流供應鏈管理」發表了多篇優良的論

文。他們特別關注那些預算受限的案例，運用供應鏈管理最大的不同是可以將材料

的考量推到前端，使其他組件產品的選擇成為主要的焦點。以 LOBLOLLY 

HOUSE 供應鏈的 BIM 分析為例，參與人員包含：建築師、經理、預製廠商、組裝

人員。若採取現場施工方式，供應者分兩層（下圖右右邊）：經理及材料供應商；

若採取工廠預製則供應者分三層（下圖右左邊）：多了預製廠商及各工種產品生產

線。營建程序將發展為多重階段採購，並交由各階段中間組裝人員負責組裝。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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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營建分工移往工地外預製再進行現場系統化組裝，包含機電管線的汰換維修或

是室內木作系統面板都將成為市場的主流。 

 

附錄圖 1-7 產品網絡邏輯 

(C. Eastman, 2016) 

測距儀進行基地測量 （Laser Surveying for Site Measurement）：近年來光學

測量已可隨著我們測點移動，紀錄時間地點。如下左圖中，雷射掃描及雷射控制測

量最開始應用在基地外部輪廓的測量。商用滑雪場為避免巨石使滑雪者發生意外，

常會負擔昂貴的雷射測量費用。室內雷射掃描在費用上已降低許多，因此透過雷射

掃描記錄每天或每週建築物內變化、是否有誰在某處發生任何錯誤便能一目了然，

並及時進行處置及流程控管。如此一來，我們可以進行以天為單位的進度評分，對

於建築物各單元切實執行 4D 進度控制。未來要進行各種類型的最佳化都能有精確

的資料來源。波特蘭萬豪酒店整建案（Portland Marriott retrofit）是既有建築使用雷

射掃描的案例，以既有結構為基礎，由機械管道開口將現場實物掃描並重建於模型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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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1-8 雷射掃瞄與點雲掃瞄說明 

(C. Eastman, 2016) 

按模型施工 （Build to the Model）：透過雷射掃描來追蹤施工現場與模型的

差異。如下圖左上，美國國家標準技術協會（NIST） 提供給我們一個平面，其中

有置入一些消防系統，並依現有結構及柱位加以安排。完工時，在空間頂部安裝實

物攝影掃描機來檢測實體放樣控制精確度。Frank Gehry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或迪

士尼音樂廳等許多最近的案例，都是使用 3D 掃描來辨識三度空間中哪些接點必需

同時控制其狀況。因此迪士尼音樂廳在開始興建階段也遇到困難，不斷超出預算甚

至停工，直到在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完工，才能說服委員們重啟興建迪士尼音樂

廳。「依模型施工」這件事，也可在許多傳統的工作上得到發揮。TRIMBLE 公司

所提供的一項技術服務稱為 Total Stations，此技術即是透過掃描設備校正作為模型

驗證系統的量測工具。此系統可將 3D 模型中任何一點轉換為建築物目前所在位置

的座標。此功能可減少人力負擔，現場只需一人帶著表單即可檢測雷射所指位置。

電腦模型和現場能產生同步的連動，現場量測數值亦可回饋到模型端進行同步修

正，增加施工精度。當我們進行樓版施工時，如下圖，透過手持式雷射放樣設備，

位於樓板下方天花上的人員可以和樓版上方的操作人員，透過攝影將鑽孔位置點回

傳到模型，進行座標的互轉，確認兩者是位於同一位置，使施作結果符合原有平面

配置。目前這部分尚未看到商業應用的案例，但相信透過此技術將模型與現場資料

連動，未來可引進機器人來協助進行相關的作業，這部分將帶來大量機會，可提供

未來對於增進建築物最佳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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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1-9 實際點雲模型輸入 

(C. Eastman, 2016)  

 

進度管理與 4D 模擬 （Scheduling and 4D Simulation）：隨時保持正確的 4D

模型有助於更快找出異常及錯誤，可有效進行品質控管。藉由 3D 模型與時間的整

合成為 4D 模型，我們可以直接在模型中加總錯誤所需付出的代價，並檢討對預

算、利潤及違約贖金等相關問題。持續更新 4D 模型還有許多潛在的益處：（A） 

可對後續工作提供更好的規劃；（B） 查驗設計及工期進度變更的異常之處；

（C） 支援自動化流程模擬及後續的自動化作業，例如：自動無人吊裝作業、自動

材料運送、區域性機器人設置、改善物流統合調度、提昇安全計畫等。4D 模擬如

同過去透過多重網格分析法 （MGM Analysis） 事先檢討設計案的預算是否難以負

擔。過去透過逐條檢討的方法非常耗時，4D 模擬雖然也相當耗時，但可以藉由許

多關聯性將複雜流程聚集整理，使其與目前進度產生互動。因此導入大量的關聯性

確保所設計的建築物能安然進行。在施工端，進度管理所帶來的限制影響工期中每

時每刻所具備資源及能力。如下圖，藉由建築模型和施工進度的關聯性限制，使模

型 （model） 及流程 （process） 互相對映後，所有議題可以一併提出檢討，例

如：不斷產生的廢棄物回收、機具及材料堆放空間不足、施工搬運動線衝突擁擠等

問題，都可以透過施工流程的展開，使建造程序合理化。對於較嚴峻特殊平面，可

透過虛擬雛型進行 4D 模擬，模擬組裝動線及程序，以執行特定複雜裝配。下圖中

左側有關建築模型的關聯項目 （結構、動線、材料組裝習慣、造價限制、能耗限

制、法規、尺寸功能限制） 及右側有關施工進度的關聯項目（先期工作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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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負荷平衡、材料運送時程、工作階層、人員生產力、材料掌控能力），都需要

進行妥善持續的維護，才能使相關問題得以突顯。起初第一次建立建築物 4D 模擬

通常需要花費 3-4 天的時間，之後每次得更新也大致需要 3-4 天，使得與實際狀況

保持即時正確性。此外上述工作也促使我們使用「工作模組（Task modules）」，

運用細分的工作架構，從背後檢視所有材料及進度計畫，有哪些相關活動需要介

入，可以幫助改善進度控制及採購運送等作業。細分後的工作模組，常可以透過標

準作業加以規範。在此 WBS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即是工作細分架構的縮

寫。可運用交叉聯結（Cross-links） 來標示其配對關係。我認為 WBS 的方法將有

助於實現以「日」為基礎並詳實記載現況的 4D 精確模擬。 

 

附錄圖 1-10 排程管理與建築模型對應 

(C. Eastman, 2016) 

模型檢測 (Model Checking)：這是另一個目前本地就可以開始實施的議題。

目前 BIM 建模還不算完全普及，我們都必需面臨圖面正確性與持續有效性的挑

戰，但同時也需面對要放入越來越多建築資訊的壓力。建築資訊模型提供了門窗等

預設元件更多的插入提示，協助設計者畫出一些更好的配置方案。然而對於細部大

樣等究竟需要提供到多詳細呢? 數以百萬計的元件可能都只是符號，必需到了發生

在真實世界的層級，才是建築物內真正可被控制的單元。所以要如何檢測模型的正

確性呢? 對於施工的層級而言，鋼筋混凝土、接頭位置等資訊是否正確、足夠? 我

們將按原計畫書檢討其整體建築法規是否符合，或是具有特殊檢測需求的醫院、健

康照護中心等。今天許多大學透過視覺方式將模型另存為圖面，再從這些片段來檢

測設計內容，我認為那是不可能達成的工作。任何提供給我們的產品都將面臨這個

問題。問題在於：即便是用 3D 建構，即便已作了簇群偵測(cluster detect)，這些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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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表達正確的資訊，中間存在著轉化的議題。建築師也許在統包合約下已能透過

3D 模型來檢查主要結構及建築各項設計內容，但目前許多機電及其他設備服務技

師或包商仍是以 2D 圖面方式完成。我們確實需要一個單一且完整的 3D 模型，並

且檢測模型所涵蓋的所有正確配置資訊，例如：混凝土、鋼筋等各種材料之間的關

聯特性為何? 與所有層級的機電設備有何關聯? 以醫院為例，需透過工頭負責執行

建築物內大部分的機電設備施作，許多時候出於安全考量需要進行模型檢測。一半

基於業主需求，法規檢討目前已成為模型檢測相關應用的一大議題，成為專案管理

中超越管理者決策的上一層重要工作。模型檢測也應用在空間計畫層面，近來我們

正進行一個由美國地理學會(GSA，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所主持的專

案，執行法院建築的自動化法規檢核。五年來因面臨了許多問題而使此工作有了長

足的進步。結案時我們出了一本法院相關建築法規的指南，將法院 40 年來的建築

使用過程集結成冊，成為很好的參考案例。這其中也發現，建築設計規模越大越複

雜，規則檢測(rule-checking)工作就變得越重要。導入規則檢測必需考量業主既有

的工作傳統，同時必需包含三階段步驟：(1) 釐清本專案模型中檢測需求項目及所

在位置，並參考各種用途建築中的相關例證，檢討檢測內容必要性；(2) 確認所有

要檢測的規則內容；(3) 如何在檢測規則中加入解說，使模型檢測遇到錯誤時了解

如何修正。以上步驟都需 

掌握容易使用、容易為新專案導入規則等原則。相較於人工檢測，自動化檢

測需要先提供充分的資料，包含：空間計畫、設備需求、建築防災附屬設施及相關

法規等。喬治亞理工學院下個月(2016/4)將舉辦建築物規則檢測相關之研討會，期

望能產出一些好的貢獻以對於相關產業帶來後續的影響。在此我要特別點出：新北

市政府目前的進展令我印象深刻，針對模型檢測需求作了很大的努力，也使此工作

進一步推進。 我相信未來所有的公司應該都會以自動化檢測來取代人工檢測。如

下左圖即為法院案例中，一個樓梯和樓版未能互相接合的案例，此案例透過 IFC

轉換相關數據進行 3D 規則檢測，使這些有問題的空間能突顯出來。如下右圖則顯

示出某房間中樓版將房間切斷的錯誤。許多錯誤源自於我們長期以非外顯資訊的空

間(space)來作設計，而哪些地方需預留門窗開口、天花、地版、牆面等問題都只能

隱含於其中。因此我們將這些空間資訊外顯於 3D 中，由於許多精度上的錯誤，很

容易造成空間(space)與物件(object)之間的衝突。至少從政府角度來看，空間需求的

正確性應加以重視，空間內部應包含哪些項目、空間容積大小等，均應透過檢測加

以驗證，而非只是透過平面圖加上垂直高度作為檢討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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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1-11 模型檢測 

(C. Eastman, 2016) 

如下左圖為牆面之間自體互相交叉的模型檢測案例；如下右圖則為空間物件

遺失的檢測案例，這是最常見的錯誤。當我們使空間範圍外顯，所有未指定用途的

閒置空間便突顯出來，以便能進一步確認其空間分類，究竟是法定房間或衛浴空

間?大部分透過這樣的錯誤搜尋，都能使空間用途得到正確的指認與定義。 

 

附錄圖 1-12 模型檢測方法 

(C. Eastman, 2016) 

規則檢測：以 BERA 工具為例 (Rules Checking - BERA Language Tool v.1.0) 韓

國漢陽大學教授 Jin-kook Lee 進修期間曾撰寫一關於規則檢測的語言工具，稱為

BERA，利用大量規則對建築物空間及動線進行檢測，此工具後來也曾為新加坡所

引用作為模型測試。回到剛開始開發 BERA 工具時，我們甚至不知道每個房間的

尺寸大小，但這幾天我來到臺灣，已看到新北市有了許多延伸的進展。在此我主要

的重點是：誠如投影片一開始我所提到的產業革命進程泡泡圖，我們現在正致力於

中間的環節。藉由現有的進展及成果，BIM 產業將持續改變整個營建產業，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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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拭目以待後續對整個建築生命週期的影響，包含對建築使用階段設施管理的影

響。如下右圖是利用 BERA 工具，透過空間計畫規則，來評估所有建築物中屬於

研究部門的空間，檢測結果呈現只有呈現綠色的三個空間是合格的，其餘黃色部分

則未通過檢測。圖中左上角是空間分類的複數查詢介面，這是一種支援 GI地理資

訊查訊的物流規劃語言(logistic planning language)，可分析使用者需求及平面配置

規劃。當某人搜尋該部門的影像時，軟體可產生呼叫聯結 3D 檢測系統。 

 

附錄圖 1-13 規則檢測與程式語言 

(C. Eastman, 2016)  

如下以檢測實例說明：如下左圖為某特定空間到達所有空間的可能動線查

詢，藉此可求得最大步行距離、深度、轉彎次數等。因應物流應用於 BIM(logistic 

BIM)之需求，我們在平面上開發 I-ray產生器，目前已有步行距離指標，同時也開

發其他相關檢測項目。因此可以同時產生最多 1 萬條動線路徑來檢討火災逃生出口

到各部門的關係。如下右圖為外牆及相鄰空間的外周區檢測。 

 

附錄圖 1-14 火災逃生路徑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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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astman, 2016) 

滾動革命的背後涵義：在此做個總結，今天演講的重點在於說明某單一層面

的 BIM 技術通常也會帶動其他應用的選擇產生。世事難料，這些轉變的先後順序

將如何發生，目前還渾沌未明，是否能帶來獲利? 是否值得投資? 是否能改善施工

效能? 雖都還有待驗證，然而這些應用都已逐步發生，產業並將藉由這些巨大轉變

產生不同的權力結構。這讓我想起：今天若有從 1940 年代、1970 年代、1980 年代

就熟悉營造實務的人，必然能看出今天我們所做的這些工作及其背景過程。從

2016 到 2020 年，我想任一位相關人士來到工地，看到現場正進行的工作，必然可

以隨時參考相關的標準或依據加以檢討。若不能及時學會 BIM，我們可以預見仍

有許多重覆性工作將不斷發生。所以已經熟練 BIM 並正在轉型的公司，便可以免

去這許多無謂的時間浪費。我記得當我還是小孩時，父母及朋友們都決定等彩色電

視上市才願意購買電視，所以 10 年的孩提時光都令我感到相當沮喪。所以請別再

等 10 年才要進入 BIM 領域，因為劇變正在發生，各種變化都將改變和你共事周遭

人們的文化。所有技術問題及爭論議題多半都已解決，目前只在於各位如何使用這

項科技? 如何藉此創造利潤? 所以所有公司、企業組織都應開始找尋這當中的利益

與價值。我想這部分就留待後面論壇時間和大家一起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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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臺灣業界 BIM 實績發表 

█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 李萬利協理 

講題：BIM 從工程執行到管理應用 （Use of BIM process from engineering to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1. BIM 模型的應用概念，為透過模型加資料才可作各種應用，match-up 即是在闡

述資訊與工程兩方的結合與互作關係。而將可視化模型物件作為應用資訊的

「容器」，或以模型物件的組合結構形成多重應用的「唯一資料結構」也是其核

心價值。 

2. BIM 的工程執行不只是建模，而是建構協同作業的模式，將階段模型應用於工

程管理的各個階段，包含規劃階段、施工階段至營運階段。其中，如何讓各階

段的使用人員均可熟悉 BIM 模型的操作與利用，是現臨最大的課題。而在管理

應用前所需的資料分析，如劃分、編碼與轉換等過程，即是 BIM 在工程執行上

的價值。 

3. BIM 應用環境的建構上，包含可視化、物件化與新的溝通內容。當 BIM 模型作

為多重應用的整合平台時，如何將龐雜的資訊輸入與輸出，即需有系統工程的

概念去組織與執行。而在管理應用時，互動應用上的機能不外乎有六個：網上

互動、直覺溝通、視點存留、手繪標註、文字對話、文檔連結等。最後，可擴

展的管理應用應跳脫框架，提供如 3D 視覺化標誌管理、視覺化客戶服務

（VR）等更多範疇。 

4. 現有工程技術可以幫助大家把很多模型畫出來，也能把資料跟它連結在一起 

5. ，但要做什麼應用就必須要去作整理。而這些應用與資料跟模型之間的關係， 

如果沒有透過一個軟體或工程的方法是無法形成的，資訊的知識跟工程的知識

雙方必須要進行媒合。 

6. BIM 的應用概念就是將可視化模型物件作為應用資訊的容器，以模型物件的組

合結構形成多重應用的唯一資料結構；現在模型已經不只是模型了，而是我們

之後應用的資料結構，而且是在一個單位裡面，唯一的資料結構。另外，從 3D

到 nD 的多一種應用可以有多一次產生價值的機會。 

7. BIM 的工程執行，在規劃設計階段不只是建模，是要預先管理與作為在多個角

色之間來回使用、協調的資料。到了施工、營運階段，就會牽扯到更多不同的

人、不同的群組，如空間租賃、停車場管理，甚至是防災應變。 

8. 普遍大家比較不會想到的是這麼多模型資訊，在什麼樣的環境之下，能夠讓很

多人，不只是工程人員，還包括後階段的管理人員，可以有一個可行的環境去



 

BIM 雲端作業之先導應用與 AEC 產業 4.0 升級策略規劃研究 

158 

 

作使用，那就需要 3D 全互動的應用管理系統。 

9. 在管理及應用上需要先做資訊分析的準備，包含如何劃分，後面才可以針對不

同的劃分去放入或擷取資訊，比如說模組化、定位等；再來就是編碼及轉換。

而 BIM 在工程執行的價值，通常就是在做管理時所產生的。 

10. 建構 BIM 應用環境時面臨了多角色多重應用的挑戰，很多人都想使用 BIM，但

不是說拿了它就能直接來做使用。裡面牽涉資料交換的標準，面對許多如營運

單位、維護單位、內外部用戶等不同使用者的應用，要如何事先做準備，這時

就需要前述所提到的軟體工程、系統工程的概念去組織它。 

11. 而模型於工程階段就要收集可續用的資訊，業主要獲取包含應用資訊的竣工模

型，也需要建構整合式的竣工模型儲存庫，以及多重應用的共通運營模型環境

和界面。 

12. BIM 互動應用的機能方面，有新的內容就需要有新的機能，其核心思維不外乎

六個：網上互動、直覺溝通、視點存留、手繪標註、文字對話，以及文檔連結

等。可以再擴展的管理應用，例如 3D 視覺化標誌管理的應用，針對關鍵的視

點或變更管理進行檢核。 

13. 結論就是，BIM 使得工程執行重度使用資訊技術，工程單位就必須提升資訊技

術的能力來應對。而 BIM 模型要能充分應用，就需要借助系統工程的方法。 

█  林煒郁、黃郅堯建築師事務所  林煒郁主持建築師 

講題：BIM 從工程執行到管理應用（Use of BIM process from engineering to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1. 國際間通用的軟體已在國外行之多年，但在地化的條件還是有許多不同，因此

對臺灣而言，非常需要在地化的發展。 

2. 例如樓板計算的方式，在國外是非常簡單的，只要計算建築物內的所有範圍，

所以 BIM 軟體可以計算與運作相當快速。但在臺灣受限於獨特的建築法規，建

商為了達到最高的坪效，所以會將 10%至 15%的陽台及走道空間設計於平面核

心區，另外還要考慮機房空間，因此 BIM 系統就會有運算上的困難。 

3. 臺灣位於地震帶上，因此對建築結構設計具有複雜且嚴峻的限制。而 BIM 在結

構上的應用，如ＥＣＳ歐亞電腦發展出一套適用於建造的軟體工具，已受惠臺

灣四百多家鋼鐵製造公司。 

4. 鋼筋混凝土在臺灣是常見建築工法，ＥＣＳ歐亞電腦同樣也發展出一套適用於

鋼筋定位的軟件，可應用在柱、樑及牆的建造上。 

5. 臺灣 BIM 環境提升上的困難在於執行成本太高，規劃及設計費卻相對過低。 

6. 未來 BIM 在地化服務的應用，臺灣地方政府建設部門都想用ＩＣ來檢視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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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在載入資料時需消耗大量的系統空間，因此形成了實踐設計要求上的鴻

溝。然而有很多方式可以進行資訊交換，例如ＡＰＩ。 

7. BIM-WASTON 使用介面可以達到及看即所得的好處，減少人工操作上的錯

誤，整合設計流程與成本估算，還能減少作業時間。 

8. BIM 發展過程中，仍有需多事情可以做，例如第一個是綠建築立面與能耗計

算，第二個是自動化的估量與預算準備，第三個是衝突發現與回饋，第四個是

人工智慧的自動設計系統，第五個是建立在地化的擴大使用如臺灣地區的資料

庫，第六個是ＭＤＰ損失計算。 

█  亞新工程顧問公司 康思敏經理 

講題：BIM 視覺化與系統化的效益（BIM's Benefits from Digitizing, visualiz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1. BIM 如何受惠於客戶有五大要點：第一個是以 3D 的方式將建築資訊數位化，

優於傳統 2D 圖面的方式；第二個是所看即所得，不需要與建築師爭辯；第三

個是虛擬實境，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感受你的資產；第四個是建築與設

備資產的 3D 資料庫，就像是資產的履歷表；第五個是智慧管理系統，作為一

個聰明的秘書。 

2. 拿泰國曼谷的蘇凡納布國際機場為例，他是第一個用衛星技術於建造細部設計

的案子。我們以 3D 模型的方式將建築資訊數位化，其中最重要的應用是 BHS

（Baggage Handing System）系統，達到所看即所得的功能，讓旅客可以檢視自

己行李的運送過程。 

3. 另一個應用是在建造時程上的模擬，這有益於工程建造上的管控。 

4. 第三個是將建築資訊模型結合遊戲工程技術與硬體設備，透過虛擬實境的用應

讓顧客可以感受到資產的所有細節，就像是在真實環境中。 

5. 而這項技術也可以幫助工程師在進行案子設計中，如衝突檢討、逃生路徑模

擬、系統整合以及空間檢視等。 

6. 第四個以某座圖書館為例，因建有維護管理的資料，所以可以很快地找到空調

機故障的位置，藉由管線系統追蹤軟件去檢查所有的空調機系統，然後迅速找

到故障並進行維修。 

7. 最後一個則是智慧管理系統應用於隧道廣播上，提供完整的維護紀錄以達到更

有效的維護管理作業，並整合隧道中的監控系統標誌於 BIM 平台上以利危害控

制的功用。 

8. 還有一個例子是以 BIM 為基礎的建造品質管理與計畫進程檢視的系統。它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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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是傳統的監工流程需要藉由手寫清單的方式逐項檢驗合格與否，然而這並不

方便紀錄管理，所以現在我們發展出一種 app 可以透過網路及手機或平板電腦

連接電腦端來進行監工清單紀錄，而這個紀錄也能鍵入 BIM 的資料庫之中。 

9. 最後，我想表達的是 BIM 是數位化的開端，我們在未來還能做很多事如虛擬實

境、機器人、智慧城市等等。 

█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陳志文主任 

講題：BIM 的履行-實務應用（BIM implementation - Practical application） 

1. BIM 在實踐上最重要的概念包含了如何使這項新技術來增進 BIM 產業的進行過

程，使應用工具也應不只是個工具而已；再來是 BIM 生命週期的發展，以及最

後 BIM 的協同作業需要由許多人來完成具多重資訊的模型建構。 

2. BIM 與 IFC、IDM、IFD 之間的關係，在長期的生命週期下我們需要分享與儲

存資訊的方式已經改變，哪些資訊是可用的？又該怎麼用？因此在資訊提供者

與資訊需求端之間就需要有第三方來確認。 

3. 為了達到 BIM 技術的實踐，因此我們出版了《建築資訊模型專案建置指南》這

本書。裡面介紹了 BIM 平台如何組織管理較複雜的結構系統，該選擇哪種軟

體，如何發表你的建築資訊模型、整合模型檔案 ，以及工作流程的管理等等。 

4. 在營造業中每個案子都各自擁有不同的特色，對 BIM 管理人員或計畫專案人員

而言，擁有最豐富的經驗與技術去幫助業主做決定。 

5. 模型品質管控的流程上，首先要確定 BIM 所想要達成的目標，再來是建立模型

的規則，如立名、圖層規則等，最後才是模型確認。 

6. 以窗戶為例，開窗比例會因寬度與高度的不同而改變，間接的影響窗簾的尺

寸，因此可以用 BIM 這項技術去協助做出抉擇。 

█  衛武資訊公司 蘇郁智 襄理 

講題：創造 BIM 價值於資訊管理與視覺化互動（More Value from BIM f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teractive Visualization） 

1. 當我們在使用 BIM 進行計畫案時，有幾個議題是我們特別想提出來討論的，第

一個是關於日漸龐大的 BIM 模型資訊，以衛武營的經驗為例，因有大量的 BIM

模型資訊需要整合，所以需要想辦法減少在開啟檔案，與討論時 BIM 作業的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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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個是不同的 BIM 使用者在操作上的便利性問題。因現今 BIM 相關軟體的

操作還是以專業的工程師或技術人員為主，但如何普及到毫無使用 BIM 經驗的

人，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第三是針對在收訊不好的工作環境如地下室，要如

何預覽同時也能即時更新資訊給 BIM 使用者，提供更好的使用經驗。最後，使

用 3D 模型在會議中可以增進討論的效率，但同時也需花費許多時間在等待數

據輸入、模型修改與導出的時間。 

3. 就個人在進行專案管理的經驗來談，在執行 BIM 專案時我們已經找出許多議題

值得大家來討論。第一個是大量的建築資訊模型，我們都面臨日漸龐大的建築

資訊模型，在衛武營的案例中，因 BIM 整合的資訊量過大，所以需要去找到減

少開啟與執行檔案時所需作業時間的方法，在討論的過程中。 

4. 另一個議題是 BIM 是否對不同使用者皆是友善的。在最近關於 BIM 的評論

中，現有的 BIM 軟體如 autoCAD 都是給專業人員所使用的，但如何協助非

BIM 使用者也能熟悉使用方法並自行操作，是個重要的問題。 

5. 第三個議題是關於即時性的要求，在建築工地的網路訊號並不是非常的好，尤

其是在地下室的時候，幾乎沒有網路訊號，所以我們在思考要如何幫助這些使

用者，在離線的狀態下即時檢視 BIM 模型與更新資訊。 

6. 最後一個議題是 BIM 版本的問題，雖然使用 3D 模型在會議中可以增進討論的

效率，但如果大家在轉換時所使用的版本不同，就會碰到是否大家都已經更新

到最新版本的問題。 

7. 為了改善上述議題，我們開始執行以 BIM 為基礎的資訊管理系統，我們稱之為

WeBIM Think。 

8. 首先我們需要改變整合的概念，傳統上操作者直接使用檔案，但我們不能確定

所有人都是用最新的 BIM 版本，因此我們使用 WeBIM Think 來作為核心平

台，每個人都可以讀取，但只有 BIM 管理者有權限可以更新或釋出，因此我們

可以確認 BIM 模型是否為最今的版本，以供所有的專案參與者使用。 

9. 然而這個作業流程的架構與系統並不複雜，我們並沒有改變建造建築資訊模型

的過程，BIM 管理者只需上傳整合後的建築資訊模型到伺服器，因此我們可以

檢視到最新的版本。 

10. 最近我們也談論到如何使用不同 BIM 軟體的功能，但我們不應該忘記事實上

BIM 也只是一個整合的過程。在 AEC 產業，已經許多公司擁有屬於他們自己

的資訊管理系統，所以我們要思考如何將這些系統與 BIM 做整合，及如何與大

眾分享產出的成果，以獲得更多 BIM 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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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設計產業技術論壇 

█  臺北國際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張國章 主持建築師 

專題演講一：建築生產履歷<--->BIM 

1. 食安問題帶來的人們的不放心，若只靠商人的良心是無法讓人信任的，若建築

也像食品一樣加入履歷讓人信任就能夠延長生命周期、增加他的價值。 

2. 日本的建築管制規則參考汽車產業，有一套配套的措施，除了建造外，也包括

結構、設備未來的修繕或人員金費的確實列出，讓後續所遇到的問題能夠有方

法解決。 

3. 運用 BIM 提升良率，圖說整合、施工設計用清楚的介面整合、視覺化，降低溝

通斷層，增加品質和精準度。 

4. 運用雲端資料庫、專案管理平台，以達到資訊透明、管理即時整合、簡易且清

楚。 

5. 建築的所有資訊運用這些工具整合紀錄，程序標準化、過成透明化、圖說整合

化、資訊系統化，以知識經濟提升建築產業的專業品質。 

6. Q:建築複雜的履歷產生之後，用什麼方式、交什麼給客戶?希望客戶看到什麼? 

A:現階段並沒有一套履歷呈現的方式，但目的是讓所有的資訊都能記錄下來，

附於買賣的契約中，以便未來的查核和增加消費者信心，而最重要的是讓所有

的資訊產生的過程皆是正確且透明的。 

7. Q:傳統設計跟導入 BIM 系統，設計過程的時間要如何拿捏和改變? 

A:在 BIM 使用初期是會比傳統還花時間，但熟練後仍然可以跟傳統相當，但重

點不是時間的差異，而是品質和精準度的提升，這也是臺灣目前最需要的關鍵

點。 

█  臺灣建築資訊模型協會 黃伯翰 

專題演講二： Open BIM & Open Mind-BIM 在設計過程的整合與實踐 

1. 新興的軟體導入現代的建築設計跟模型建置，提升設計上的多樣性 

2. ArchiCAD 軟體的介面及邏輯介紹，實際案例實作分享，建築和機電、空調、

給排水設備等…不同單位的整合 

3. 不只是建模，什麼是 OPENBIM，對於設計的初期扮演神麼角色?視覺化是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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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的共同語言實質效益?合約即執行計畫書。 

4. Q:施工廠商是否有延用設計端所使用的建置模型軟體?設計階段就已經檢討施工

工程的衝突，是否有簡短時程、增加效率? 

A: 建置模型的軟體和最後圖面施工檢討的邏輯並不完全相同，並沒有這麼強制

要延續整合。至於碰撞檢查部分，施工初期有減少一些錯誤的發生，幫助後端

作業的進行。 

5. Q:傳統設計跟導入 BIM 系統，設計過程的時間要如何拿捏和改變? 

A: BIM 中資料建置和營造端系統整合的確會拉長時間，但對於後端發包施工的

檢討有很大的幫助和減少失誤率。 

█  超偉結構工程顧問公司 陳秀杏 經理 

專題演講三：3D 結構設計於特殊建築造型之應用經驗分享 

1. 大部分國際競圖建築師用的都是 Rhino，如何從國外建築師接手的特殊造型轉

化為結構分析呢?此次會分享 9 個近年來比較有趣的國際競圖案子。 

2. 該如何使建築設計過程中，使結構設計師能繼續的往下走，這中間需要一個好

的翻譯者。從 2007 年開始的衛武營，到臺灣塔的競圖，政府均一要求使用

BIM 的方式發包工程。前期在嘗試時，比較像是工具的試驗過程，一直到臺灣

塔的競圖才比較開始有了 BIM 的概念，讓建築設計能同時與後續施工能同步進

行。 

3. 在衛武營的案例中，大家第一個直覺的問題是，在這麼炫的曲面造型中，該如

何完成結構的設計。衛武營基本上的 PROGRAM 就是包含了南部的兩個大劇

院。動畫中表示的是建築空間的配置修改以及設計，但大家仍舊會思考結構如

何運作。可以從動畫中詳細看到。 

4. 衛武營著個案子，是文建會近幾年來最大的案子，發包上超偉工程包下的是主

體結構的部分。在初期業主不斷的在修改 PROGRAM 與空間設計，這過程中需

要許多的專家學者不斷的討論以及修改，但究竟該由誰來整合。 

5. 為了要讀懂國外的轉過來的設計，第一步就是如何將概念落實執行到 3D 之

中。在尋找合作對象時，除了實際的經歷外，國外建築團隊更重視的是 3D 工

具的運用，是否能有相同的語彙來做設計。對於國外的建築師來說，必須相信

我方能有相同的軟體能力。 

6. 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們大多使用 RHINO 來建立模型。在雙方來回修改的過程

中，結構發現問題做出更正時，對方也必須同時再次操作，如果沒有 3D 則無

法溝通。我們的工作流程上，會先將模型交付軟體工程師建置模型，再轉交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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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工程師用 SEP 等等的軟體運算結構。而我在中間扮演的腳色，是在工程師

與建築師之間溝通的橋樑，設計師比較在意的是顯露的外型上是否美觀，但結

構工程師卻不一定在意。 

7. 在整個大的屋頂上幾乎都是輕量的衍架，只有戶外廣場部分接地的大樓梯是比

較厚重的結構，是為要讓人可以停留在此。除了大的量體之外，難度最高的莫

過於音樂體的設計，概念上就像是一個碗，將舞台放置在中間，碗的空間是個

挑空的音樂廳，下方為入口大廳，這在落柱的設計上是結構的一大難題。因空

間的設計上過於龐大且複雜，平面圖已經無法順利地溝通設計的需求，過程中

幾乎靠著 3D 來溝通模擬。將各個結構構件清楚的定義，讓建築師了解為要達

到這樣空間的效果要有什麼樣的改變。 

8. 在音樂廳的設計上另一個難題是隔音的設計。音響的顧問是來自法國的徐老

師，除了鋼構的完成後，還要有 RC 的樓地板。每個位子都有自己管線空調，

其中又要配合隔音的設計，是最大的挑戰之一。透過電腦模擬來溝通是能讓工

程師能夠了解整體的設計。 

9. 3D 的模擬做得越清楚，越能減少錯誤的發生。我們通常都在 3D 的軟體中一樣

一樣的檢討構件的衝突。3D 模型是一個工具，但並非每一個人能夠接觸到或是

使用，也因此還是作出實體的模型來討論整體力學上的傳遞。 在不同的工程公

司之間，也是利用 3D 如 RHINO 來溝通設計，對方先拿到單線的 RHINO 模

型，再轉給對方來製造成形。 

10. 在音樂廳的施工上，在安裝兩側的曲面的構件後，還要灌入相當量的 RC，對

於工人的施工也是一大挑戰。大巨蛋則是一個可惜的案例，雖然正處在一個浪

風口上，但卻是一個難得的大跨距的結構。透過一個較大的張力環，拉住所有

結構的構件但最難的部分不在於尺度的大小，而是這個張力環也是一個 3D 的

立體構件難以控制。同時兼具衍架與不規則的張力環。 

11. 撇開政治議題來看，但是在這個案子的過程中，設計師與工程師都有其各自的

喜好，但臺灣團隊仍舊一一克服各樣困難。而在高雄港戶大樓之中，最難的部

分是在中間的高塔。但在怎麼樣的造型，對於建築師來說，大部分的結構都被

包住了，因此不太會在意，但站在結構設計的立場上，仍舊要有所堅持，避免

影響後續的施作工程。 

12. 3D 建模並非最困難的部分，而是在中間能夠互相平衡，從設計的提案到施工的

難度能夠降低，讓空間能夠完美，同時也能夠有良好的施工。建築的訓練對於

空間的解析上，相較於工程的訓練，較容易讓其他人能夠讀懂建築構件。 

█  日昇意定科技顧問有限公司朱國權 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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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四：關鍵基礎建設 5T 與 BIM 的整合運用 

1. Critical Environment 為大數據、雲端資訊平台基礎中心，再進行發展，其中有

五大因素，也與生產營運息息相關。 

2. 亞洲對於 Critical Environment 資訊相當薄弱，1993 年以前西方建設資訊中心，

但由於資訊中心無法中斷服務，維護的同時也無法停止作業，施工期間，造成

許多作業施工者受傷甚至生命危險，漸而形成一種方法論，由設計人員思考避

免同樣事情再次發生，此為設計者在理論與實務接軌時相當重要環節。 

3. 2014 年帶領業主臺灣固網獲得亞洲首座設計施工維運永續金級三認證，代表臺

灣未來里程碑，以現在 BIM 為全勝週期導向，若在此週期有能力將設計、施

工、營運、維護等一併考量，將大有幫助。 

4. Father of Data Center: Kenneth G. Brill 在 1993 年創建 Uptime Institute 工作室，

發展性能式評估系統，建立在考慮員工生命安全前提下設施系統，可靠性相當

高。 

5. 此外近年在智慧建築下也推廣設施管理一點，需考慮建設後啟用營運設施，考

慮所需維護空間、方法論，是相當重要，且是由設計師角色著手導入此觀念，

其中核心價值：讓員工在安全情況下作業，且是由施工到未來營運皆一併考

量。 

6. 臺灣有一案例：2000 年是方大樓房客由於 USB 電池維修不慎，引發機房失

火，進而整棟大樓損失，其中最大根因為在設計階段無導入維修評估風險，而

這樣的風險早在 1993 年西方國家已發生許多次，而這樣的風險代價實體計算就

超過兩億之多，更不用說網路中斷所產生賠償，到目前整體建築設計概念中要

同時關注機電是有生命的，有壽命的。 

7. 以 BIM 為導向加入 PORTFOUO，其中有一項最重要的即是 Risk Response 

Strategy，在生命週期全階段即考慮清楚。 

8. 5T：TCO（綠建築相關）、TVRA（風險關係整理）、TCDD（設計階段）、

TCCF（施工階段）、TCOS（營運階段），其中與 ISO S0001 有關係，所有資訊

服務必須有 ISO 認證，其中即有要求實體治安、恐怖攻擊防範等相當重視，而

PUE 值即現在所說機房對於風險關係等指標。 

9. 我們以 BIM 操作非常重要前期導向工具，其中首先我們非常重視實體的基準

（實際上是否可落實操作）與性能基準（可操作、可維護的系統概念），之後產

生五個階段由設計階段、施工階段、驗收階段、性能測試、保固運轉，我們應

教導業主如何保固與營運。 

10. PUE 性能基準，電腦模型建置後倒入 eQUEsT 動態模擬，甚至實體驗證，量測

值與現場實際值有沒有符合，由此從第一階段設計端至最後實體驗證到位、性

能到位，（舉例案子）此案子也將每年節省 24 座大安森林公園排碳量。 



 

BIM 雲端作業之先導應用與 AEC 產業 4.0 升級策略規劃研究 

166 

 

11. 性能基準中 CFD 流場模擬分析，在營建廠中放置設備占重要角色，有別一般放

置模型模擬，當我們有風險關係概念下預設備用機，當有機器壞掉時有備用的

可以使用也可以安全修復損壞的，此方法論及與設計接軌，所有元件都各別有

一個編號名稱命名原則、顏色管理，考慮最嚴謹狀況下皆可維護，以及拆除空

間預留。 

12. 施工時由流程工序至實體安裝後是否與模型一致，以及最後實體驗證是否可以

維護使用，即拿到認證。 

13. 最後帶領業主學習維護、演練動線、以模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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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施工產業技術論壇 

█  根基營造 郭可侯 協理 

專題演講一：新北市永和、汐止、樹林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統包工程 BIM 階段性執

行成果分享 

1. 私人案子做完干涉報告可以不同留存，但公部門沒辦法還是需要有留存，這個

時候還要考慮一件事情，三分鐘電腦做出來的檢測還需要 3 小時甚至是三天來

來做一份給公部門的報告，假設有六百多個衝突檢測，那耗費的時間可想而

知。所以電腦化資訊化的產物的時候，有些行政流程是不是需要改變一下，這

是可以考慮的部分。 

2. 對於這件事情可以不用產生這麼多報告，但還是必須要有檢討干涉，甚麼的干

涉對這案子有幫助，需要去分類，分類系統就需要自行去思考，公司專屬專業

知識的部分。 

3. 施工圖的產出就是進入 4D 的階段，模型的價值在於同一個模型建置完可以呈

現不一樣的資訊。這些資訊可以跟外部連結起來。 

4. 設備怎樣進入結構體可以用 BIM 檢討。 

5. 鋼筋的模型很複雜，我們需要的是裡面的資訊，數量。所以在建置 Tekla 模型

的時候，鋼筋模型必須要有建置、修改、查核的標準，建立自己的過濾器，做

到易找、易改、易讀的模式。 

6. 資訊化最重要就是改變作業習慣，減少讓費時間，全部讓電腦做是最好，但是

電腦做完以後要容易找到、看到、知道如何修改，才是關鍵。 

7. 在做 BIM 的時候要考慮到同一個模型可以呈現不一樣的資訊，那這個模型的價

值才會高，必須思考 BIM 模型的價值在哪。 

8. 希望繪圖人員跟專業人員是同一個人。 

9. 可量化、可數化，但是有些不能夠，想鋼筋、模板、混凝土都只能參考，但鋼

構就是實際的數，所以會跟製造業有點不一樣。所以需定義出來哪些須是參考

用、哪些是實際數。 

10. 所以當需要有更準確的數量時，需考量不同專業的軟體的配合使用。 

11. 營造廠在使用 BIM 以後可以改變傳統作業的地方在把原本都用經驗值估算的東

西可以較精確的量化，所以 BIM 改變的是工作模式，降低估算的因素、降低耗

損的因素。所以 BIM 的數量資訊精確化、透明化是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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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潤弘精密工程 簡秋雪 副總 

專題演講二：潤弘機電 BIM 執行經驗回饋 

1. 在設計階段的型化以檢討各層機房配置及管線合理化、整合管道間大小位置、

建築結構與機電空間整合回饋，將誤差減到最小達到減省成本。例如配置在雙

層樓板內的管線符合合理性、檢討整個管線，控制天花板高度。 

2. 在細部階段的型化以各系統管路整合（潤泰特有之空間設計理念）、各空間內管

線高程及介面檢討、管道間出管及設備大樣、住戶工作陽台使用空間整合、建

築結構與機電裝修空間整合回饋。 

3. 施工規劃階段的型化以品管 2D 施工圖繪製、各樓層各系統管線位置走向、各

樓層各管道間管線配置、各樓層各機電設備與空間高程、建築結構與機電裝修

空間整合回饋，舉例：臺北市信義區的南山人壽，潤泰以可達到機電管線、探

測器、回出風口等與裝修一起整合配置，在施工階段只要把室設 3d 模型與機電

施工 3d 整合繪製即可模擬實際施工圖。 

4. 4d 工序整合：把所有模型元件整合成施工模擬圖。 

5. 竣工階段型化，修正與施工 3D 差異、品管 2D 竣工圖合理性、現場核對，因為

我們要做 3D MRO 除了完工現場查核我們也會與 3D 模型去做比對，不僅只做

設計階段模型整合，從設計階段到施工端皆納入整合 BIM 系統，每階段都會有

各項會議，經過不斷確認以確保品質。目前除了預埋暗管還未與 3D 型化整合

在一起，其他如水管等細項皆可整合工序。 

6. 3D MRO 維修光碟即是設備資料庫蒐集及連結、設備保養排程建立、3D 管線拆

解追蹤、2D 竣工圖說帶入連結轉成 pdf 讓業主方便閱讀。這是一套基於 3D 模

擬實境技術之建築 BIM 3D 維護、修理與操作管理平台系統。 

7. 3D MRO 維修光碟的角色是建築機電資產管理的利器，建築物之軟體（building 

software 對應於土木結構硬體而言），建築物導航中心（navigation center）瀏覽

建築機電設備定位與管路走向，連結客戶與公司之電子溝通介面，為客戶提升

建築物營運過程價值。 

8. 3D MRO 改善傳統維護困境，改善傳統書面資料記錄繁瑣，竣工圖面不實造成

設備維護保養與擴充困難，暗管與線路標示不清變更充滿風險，未有預先警告

控制錯過重要時期保養，人員異動頻繁無法有效累積維修專業知識。 

9. 3D MRO 的特色有互動式圖形介面，電子化資訊軟體，視覺化 3D 模擬實境，

蛛網式交叉查詢。3D MRO 也是ㄧ種客製化的系統。舉例：臺中 IKEA 以行事

曆方式呈現每日應進行之設備保養資訊，並顯示近期保養預先警示提醒。 

10. 3D MRO 設備總覽可與 3D 結合，依設備系統分類，列出所有設備清單，保養

歷程記錄、廠商資訊、空間位置。 

11. 3D MRO 排程設定依照不同設備所需要保養週期，進行排程新增、修改、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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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功能。 

12. 3D MRO 在 2D 竣工圖提供施工過程中，平面圖、竣工圖等圖說及設備廠商操

作手冊等文件資訊。 

13. 3D MRO 以 3D 模型搭配 Navisworks 工具進行建物導覽操作。 

14. 3D MRO 以報表輸出依照不同條件搜尋保養結果，提供廠商、管理人員營運管

理分析參考。 

15. 潤泰建設 2015 年將 BIM 導入與運用之新建工程。舉例：中研院學人宿舍，在

初設階段以 BIM 元件參數資訊建置包含：1.型式 2.編號 3.尺寸 4.樓層 5.台度 6.

材料五金 7.防火時效 8.關鍵註記。細設階段建築結構空間尺寸、高程檢討，建

築景觀模擬透視，細設、機電系統設計包含建築、機電衝突干涉檢核，施工、

模型干涉檢核。第三階段施工階段利用 4D 工序導覽模擬，施工與模型導覽管

線施作位置。最後竣工階段導入 3D MRO 維修光碟。 

16. BIM 執行常見迷失，以軟體來講常認為 BIM 是ㄧ種軟體、建模軟體就是

BIM。在程序上認為 3D 建模可與 2D 設計圖同步完成、3D 可直接轉 2D 施工

圖、建築與機電模型同步完成。技術上，3D 建模人員無法規及實務檢討經驗、

施工細部繪製繁瑣、模型可用來驗收數量。 

17. BIM 非單一軟體可以完成作業，須結合多項軟體及作業方式來整合執行。 

18. BIM 是為減少錯誤、縮短工期、節省工程成本、及完工後的營運管理的ㄧ套作

業方式，但須在規劃端投入模型建置。 

19. 軟體只是一個工具，工具大家都買得到，怎樣改裝工具就是各公司的 know 

how。若不是自己發展，就得外包寫程式，軟體公司制式樣件絕對與使用元件

差異，也無法呈現目前需求（圖像、零件、產出數量表等）。 

20. 3D 未建無法產出 2D，全建檔案過大，作業時間多倍數增加，機電元件的 2D

圖例更是多到數不清。3D 建模時間隨各案量體或設計修改範圍增加而增加，變

更範圍過大可能需全部重建模。另外建築模型當骨幹機電才能進行 3D 繪製，

依量體不同須給機電建模及整合時間。最後需要能檢討法規、施工法、施工細

節的建模人員，各家設備或門窗等模型特色差異需廠商提供，須將工地實務經

驗落實在模型上。 

█  勝堡村營造 曾玉峰 副理 

專題演講三：淺談 BIM 於施工上之應用 

1. 以銷售建完為例，在施工現場有許多圖面需要查看與核對，再加上業主方畫出

來的圖不一定可以使用於不同的施工文化在圖上都不能表達清楚。 



 

BIM 雲端作業之先導應用與 AEC 產業 4.0 升級策略規劃研究 

170 

 

2. 一開始使用 BIM 也是單純的想要利用 3D 去解決某些事情，讓施工的可以去理

解，像是基礎、車道等。 

3. MEP 的量軟體給的是精準的，但是現場不會採用，也要考慮到發包的模式，算

量最主要的功用是為了定單位，只要求單位說明清楚。 

4. 基本上算量的時候都是拿工程標單，在表單上分階段，用工程進度分工段，甚

麼階段需要甚麼東西來分。而在工地面臨的問題就是把 BIM 說的多好聽他們都

聽不下去，反而以這樣的方式更容易進行。 

5. 都會做裝修、投標模型、各種模型的拆份計畫，以簡單的顏色在模型上做出區

別標出數量，讓現場人員可以容易地以手機、平板進行核對。 

6. 因為抹角磚的損耗非常大，所以其他的部分可以面積來計算，唯獨它以快數來

計算，利用 BIM 的功能去簡化繪製的過程。 

7. 教育業主 BIM 如何去使用，以一些特殊的部分來解釋進行各詳細的模型繪製，

而一些標準模型則不去特別繪製。 

8. 投標與實際施工的數量時不一樣的，所以繪製施工圖時會拿來比對，因為很多

投標的時候東西、數量訂定都是比較粗略，甚至連怎麼施工都不知道。所以設

定投標模型是在連續壁階段時先不處理圖面，先處理整地，做投標數量的比

對，最後施作再慢慢一一比對。 

9. IPD 真正實行其實挺難，取決於發包者，因水電都是最後發包，而像鋁窗則會

要求建置至少一扇來看施工細節，有些特殊的也是需要建置來。 

10. 面臨的問題是表面上想要使用 BIM 但是其實員工們私底下都很反對，認為花時

間，怕麻煩、需要強勢的執行才能成功。 

11. 另外，現場人員的經驗、進度、成本、跟施工的功力不足，使連下一步要做甚

麼也不知道，須由主事者去進行規劃。 

12. 所以結論 BIM 可以協助整合圖面、數量、跟廠商表達事情、讓無經驗的人可以

更快進入狀況、讓精心排布的施工計畫跟進度可視化。 

█  交通大學 土木工程系 王維志教授/協勤資訊 BIM 顧問 

專題演講四：運用 BIM 輔助建立工程進度 S 曲線 

1. 工程進度之控制與認定：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暫停給付估驗計

價款至情形消滅為止：（1） 履約實際進度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落後預定進

度達（10%或 20%等）以上，且經機關通知限期改善未積極改善者。 

2. S-curve 為 PMP Earned Value（實獲值）之基礎。例如：BCWS 為實務上工程預

定進度表，BCWP 為實務上工程實際進度表，ACWP 為實際差異表。  



附錄一 2016 臺灣 BIM 國際未來研討會 臺北場 

171 

 

3. S-curve 實務做法：1.排定進度表 2.計算作業成本 3.計算作業每日直接成本 4.計

算每日間接與總成本 5.繪製 S-curve 

4. 市面上軟體作業成本為常見計算方式：1.直接輸入：數據不太可靠。  2.依工期

長短分配：某ㄧ作業除以所有作業加總之總和百分比來當作比例分配工期。 3.

透過成本項目計算：業主以監造按合約比例分配。 

5. 傳統作業每日成本（元/天）= 作業成本/工期，再依據累計進度百分比，畫出桿

狀 S-Curve。但以里程碑進度作業時間是否太長，而失去進度控制之意義。 

6. 將成本項目（合約項目）之成本（數量）如何『分配』至各作業進度，就是進

度作業與成本項目間之關係。目前實務上皆將進度作業與成本項目分開計算，

但成效緩慢需靠長時間累積。 

7. 利用 BIM 元件，計算各作業成本來將每個元件的成本與進度時間整合達到有效

的分配數量處理方式。 

8. BIM-based 模式操作步驟：1. 首先建立 3D 模型，需要詳細的模型外還需明確的

合約成本項目進來。2. 利用 BIM 特性建立快速有效的搜尋引擎 3. 再來輸入到

PCCEs 去計算單價。4. 最後讓 EXCEL繪出 S-Curve 曲線。每個進度成本皆為

直接成本，所謂直接成本就是看你如何面對。 

9. 介紹 BIM-based 之軟體操作：Autodesk Revit 為主要模型建立。Autodesk QTO 

計算所有作業數量可以整合為ㄧ張表，方便閱讀及作業。另外由 PCCEs 詳算單

價。 

10. 案例：ㄧ RC 構造、地上 3 樓、地下 2 樓，土建合約金額約 2.2 億元、成本細分

為 247 個成本項目。土建合約工期為 589 天、進度表包括 93 個進度作業。按上

述四步驟逐一方式建立之案例工程 S-curve 曲線。但與實際有所差異，其中原

因是合約項目的更改。若項目數入越詳細則 S-curve 曲線越平滑。 

11. 透過土建與機電操作，BIM 的資料找尋與儲存能力有效支援進度與成本之整

合。 

12. S-curve 實務心得：作業工期若太短（約 1-2 週），涉及太多作業，則增加 QTO

計算的負擔。作業工期若太長（約 2-3 個月），減少 QTO 計算負擔，但降低 S-

curve 之準確性。適當作業工期（約 1 個月）應是建立 S-curve 較好的選擇。 

13. BIM 之 S-curve 未來方向，自動化以提高使用上之友善度。將目前成果運用至

其他與工程數量相關之管理工作。例如施工日報、估驗計價與變更設計。 

14. Q：BIM 在運用 S-curve 有哪些前置作業需要被要求？假設營造廠要開工前要先

做 S-curve 需要多少時間來計算？ 

15. A：S-curve 模式最難的部分就是第一步驟，建立完整模型資訊，如果能夠以合

理的方式拉大作業時間，才是正確觀念。若是為了節省的第一階段時間則會影

響到後期的工作時程，拉長了工期反而更耗時耗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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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 李萬利協理 

講題：BIM 從工程執行到管理應用 （Use of BIM process from engineering to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1. BIM 模型的應用概念，為透過模型加資料才可作各種應用，match-up 即是在闡

述資訊與工程兩方的結合與互作關係。而將可視化模型物件作為應用資訊的

「容器」，或以模型物件的組合結構形成多重應用的「唯一資料結構」也是其核

心價值。 

2. BIM 的工程執行不只是建模，而是建構協同作業的模式，將階段模型應用於工

程管理的各個階段，包含規劃階段、施工階段至營運階段。其中，如何讓各階

段的使用人員均可熟悉 BIM 模型的操作與利用，是現臨最大的課題。而在管理

應用前所需的資料分析，如劃分、編碼與轉換等過程，即是 BIM 在工程執行上

的價值。 

3. BIM 應用環境的建構上，包含可視化、物件化與新的溝通內容。當 BIM 模型作

為多重應用的整合平台時，如何將龐雜的資訊輸入與輸出，即需有系統工程的

概念去組織與執行。而在管理應用時，互動應用上的機能不外乎有六個：網上

互動、直覺溝通、視點存留、手繪標註、文字對話、文檔連結等。最後，可擴

展的管理應用應跳脫框架，提供如 3D 視覺化標誌管理、視覺化客戶服務

（VR）等更多範疇。 

4. 現有工程技術可以幫助大家把很多模型畫出來，也能把資料跟它連結在一起 

5. 但要做什麼應用就必須要去作整理。而這些應用與資料跟模型之間的關係， 如

果沒有透過一個軟體或工程的方法是無法形成的，資訊的知識跟工程的知識雙

方必須要進行媒合。 

6. BIM 的應用概念就是將可視化模型物件作為應用資訊的容器，以模型物件的組

合結構形成多重應用的唯一資料結構；現在模型已經不只是模型了，而是我們

之後應用的資料結構，而且是在一個單位裡面，唯一的資料結構。另外，從 3D

到 nD 的多一種應用可以有多一次產生價值的機會。 

7. BIM 的工程執行，在規劃設計階段不只是建模，是要預先管理與作為在多個角

色之間來回使用、協調的資料。到了施工、營運階段，就會牽扯到更多不同的

人、不同的群組，如空間租賃、停車場管理，甚至是防災應變。 

8. 普遍大家比較不會想到的是這麼多模型資訊，在什麼樣的環境之下，能夠讓很

多人，不只是工程人員，還包括後階段的管理人員，可以有一個可行的環境去

作使用，那就需要 3D 全互動的應用管理系統。 

9. 在管理及應用上需要先做資訊分析的準備，包含如何劃分，後面才可以針對不

同的劃分去放入或擷取資訊，比如說模組化、定位等；再來就是編碼及轉換。

而 BIM 在工程執行的價值，通常就是在做管理時所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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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建構 BIM 應用環境時面臨了多角色多重應用的挑戰，很多人都想使用 BIM，但

不是說拿了它就能直接來做使用。裡面牽涉資料交換的標準，面對許多如營運

單位、維護單位、內外部用戶等不同使用者的應用，要如何事先做準備，這時

就需要前述所提到的軟體工程、系統工程的概念去組織它。 

11. 而模型於工程階段就要收集可續用的資訊，業主要獲取包含應用資訊的竣工模

型，也需要建構整合式的竣工模型儲存庫，以及多重應用的共通運營模型環境

和界面。 

12. BIM 互動應用的機能方面，有新的內容就需要有新的機能，其核心思維不外乎

六個：網上互動、直覺溝通、視點存留、手繪標註、文字對話，以及文檔連結

等。可以再擴展的管理應用，例如 3D 視覺化標誌管理的應用，針對關鍵的視

點或變更管理進行檢核。 

13. 結論就是，BIM 使得工程執行重度使用資訊技術，工程單位就必須提升資訊技

術的能力來應對。而 BIM 模型要能充分應用，就需要借助系統工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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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2016 臺灣 BIM 國際未來研討會 臺南場 

時間：104 年 3 月 16 日（一） 13:30~17:30  

地點：臺南成功大學綠色魔法學校崇華廳 

一、出席專家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工程技術組 陳建忠 組長 

新北市都市發展局 黃毓舜 股長 

臺灣建築中心 李明澔 經理 

臺灣大學 BIM 中心 郭榮欽 執行長 

交通大學土木系 洪士林 教授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 蔣定棟 經理 

台賓科技 許坤榮 經理 

臺北國際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張國章 建築師 

臺北國際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閰家銘 經理 

衛武資訊 羅嘉祥 經理 

二、會議照片 

  

會議照片一 會議照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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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照片三 會議照片四 

三、會議紀錄 

A. Keynote Speech 

█  Prof. Chuck Eastman 

 

B. BIM 高峰座談會 

█  臺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 BIM 整合中心 蔣定棟 經理 

現階段 BIM 發展尚未成熟，若此刻定義一個標準規範格式，未來 BIM 相關軟體改

版，必會影響到標準格式的規範是否符合使用。 

█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陳建忠 組長 

BIM 並非技術性問題，而是類似規範定義等的開發必須清楚，類似法規定義，目

前希望與業界共同定義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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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aiwan BIM Future: AEC 4.0  

█  大陸工程 黃建勳 資深工程師 

講題:BIM in Construction : All Projects Implemented ? 

1. 大陸工程現階段使用 BIM 的經驗分享，發展過程、運作組織及流程及商業分

析。  

2. BIM 應用的適應性，成本評估及控制，技術訓練，改善模型建置、圖面整合，

品管理，和下一個專案接軌，技術傳承。 

3. 不同於以往傳統交給機電方檢討設備，以 BIM 直接檢討後直接交給施工方，加

快作業進行。 

█  中興工程 BIM 中心 陳宜民 工程師 

講題：BIM 在土木領域之應用 

1. BIM 應用於非建築構件時的應用，導入參數化設計調整模型符合不同工程的需

求。 

2. 以實際案例白米景觀橋，從橋面、結構柱、配筋的操作經驗分享。 

3. 以高雄鐵路地下化工程的經驗，運用軟體計算機電設施碰撞檢查、月台規範檢

查、列車通過非直線路徑的動態模擬，計算最佳的月台間隙。 

4. 資料、資訊、知識的整合各領域的專業是 BIM 未來的目標。 

█  衛武資訊 李致遠 經理 

講題：BIM 可用資訊執行最佳化探討 

1. BIM 的可用資訊，應用於實務時需要的注意事項 

2. 以高雄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的實務經驗，不斷探討資訊的正確性和何謂"

可用的資訊" 

3. 以平台整合專案過程中不同階段所需的資訊、方便各階段資訊的檢核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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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IM 的＂可及性＂和＂可即性＂，應用操作時的準確度和即時互動，如何結合

VR、3D 螢幕、雲端系統、空拍無人機、遊戲引擎等新的科技設備輔助，讓業

主、設計方、施工方、使用者間達到良好的溝通平台。 

█  亞新工程 鄭伊倫 工程師 

講題:BIM: USEFUL & FUN 

1. BIM 帶來的是不同領域專業結合的機會，利用雲端也可以連結不同的場域 

2. 資料的捕獲、分析、管理、歸檔和再利用等各方面來操作所有的資訊。 

3. 在新的呈現介面 VR 等穿戴式裝置讓使用者清楚檢視建置的模型，直接體驗。 

4. 利用 BIM 直接進行綠建築的分析，減少以往檢驗的流程和時間。 

5. 利用簡單的操作介面讓業主、管理者、施工方、使用者輕易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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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專家座談會 

時間：105 年 5 月 30 日（一） 15:00~17:00  

地點：內政部建研所第三會議室 

一、 出席專家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系 謝尚賢 教授 

賴朝俊建築師事務所 賴朝俊 建築師 

臺灣科技大學建築學系 施宣光 教授 

臺灣建築資訊模型學會 陳清楠 理事長 

台賓科技 陳慧如 經理 

二、 論壇照片 

  

論壇照片一 論壇照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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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座談會紀錄： 

█  主席 鄭泰昇 教授 

1. Chuck Eastman 給臺灣未來發展建議下有兩點，第一點我們臺灣的事務所應該

不是等著政府在推動這件事情，例如美國的 AIA 協會推動產業各項發展來看，

另外其二在軟體發展來看，應該是由業界自己推動，依照需求來研發。另外，

每個事務所都該有自己的基礎元件庫，對應到的業主每個專案都有不同需求，

不能只有政府單一主導整個走向。 

2. 臺灣產業可不光只提供自己市場也能否提供海外市場？作為業界培訓平台以及

讓整個市場需求躍身亞太地區大市場？ 

3. 建築產業因為經費問題的阻礙目前投入 BIM 的都是小型企業，臺灣 BIM 聯盟

的成立，有望支撐起大項目合作目的推動產業，但在公部門接手的單位的把

關，如何讓專業普及與概念整合堆動？ 

4. 如何推廣效益提升產業需求人才，希望學界角色多放在協調。 

5. 產學聯盟的目的是希望學界輔助企業升級，而轉向學界人才導向及取向培養人

才潛力。 

█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系 謝尚賢 教授 

1. 產學合作創造產業提升是需要學界進入補斷橋，但學界與業界想法上目前處於

有階段落差，在業界導入皆有迷思，而學界因業界封閉而無所適從，只可期待

人才擠身業界後在實務上捉模學習。 

2. 新政府目前是未知數，但在科技部有計劃繼續研究，如何讓更多人進來繼續進

行，成立臺灣 BIM 聯盟勢在必行。 

3. 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如：小企業想投入 BIM 系統但資金有限，臺灣其他大企業則

是不願意冒風險，認為這個前端沒有先例而不願投入去做。但政府部門無法強

力主導，行程推動上難以執行的部分。 

4. 各家廠商訴求政府部門開發是為了大家發展，但為了顧及所有層面導致沒有發

展潛力，若是要面面俱到照顧到大家需求，也間接導向沒有效益為主，在動力

上產生更難推行的阻礙。 

5. 其實軟體發展在市場裡如雨後春筍般冒出，許多技術遠不及我們想像，但如何

整合規範，我們需要ㄧ套完整的配套措施。 

6. 公部門與產界需要ㄧ起合作評估到底要競爭什麼？到底整個大趨勢的推動要往

哪一方向前進？這些都待急需人立評估與推動整合。 

7. 臺灣長期政策導致營造端品質缺失無法自理與自制。可藉由經濟部的幾億以上



附錄三 專家座談會 

181 

 

補助項目來做革命性的改變，如何幫助營造端提升能力。 

8. 學術界可以配合研發平台的新技術人才，但需要業界願意開放數據需求來調整

教學重點而不失焦。例如：今天初步了解不是設計端要解決所有問題，而是營

造端的問題要先營利，在營造端的人才可以透過學校教育輔助指導日後技術端

的提升。 

█  賴朝俊建築師事務所 賴朝俊 建築師 

1. 放眼韓國有 BIM 模型軟體研發不斷冒出，日本也提升 BIM 提供大平台皆可參

考亞太鄰近國家對 BIM 的投入。 

2. 舉例來說：點雲是一項非常龐大的軟體，韓國新技術革命創造點雲驗收。日本

利用 BIM 做平台發展自己的 know how。臺灣應該不能只滿足現有的資源，應

該以開發導向創造更多市場利潤。 

3. 臺灣營造廠心態要改變 BIM 的導入不單只是在建模，是在提昇工作效率。舉

例：例如ㄧ個建築上的流孔圖，營造單位非常不願意做，多以外包為主，這樣

無法真正有力提升營造單位品質。 

4. BIM 的平台在臺灣需求人數無法與外國人數相比，例如臺灣兩千三百萬人，韓

國有六千萬人市場需求目前是無法讓產業立即推動及投入，如何增加市場需

求？相呼應的競爭力點提升等。 

5. 日本對於本國產業相當重視，對於電腦語言程式碼皆用日文，為了保護智慧財

產權，及國內產業發展有利條件。 

█  臺灣科技大學建築學系 施宣光 教授 

1. 在臺灣目前政策推動上，也不是 BIM 不是以ㄧ個新產業型態猛的出現，而是在

現有基礎下，更加切合推動整體產業邁向ㄧ個產業新時代來臨。 

█  臺灣建築資訊模型學會 陳清楠 理事長 

1. BIM 系統要用在產業的第一誘導條件時間、人力以及效益。 

2. 目前學校的教育還是以軟體的技能培育好，後續讓學生在業界的教育才是實務

上的指導，其實要把差距拉小也不是不可能，教學上可以實務為案例當作在校

練習。 

3. 國內外廠商投入精力開發軟體有很大想法與做法差距，例如 CBIM ㄧ套授權軟

體一年中，提供ㄧ人ㄧ個月 150 萬的受訓。在ㄧ套程式開發人員也有 60 位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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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很願意投資人才市場。可作為臺灣借鏡。 

4. 大陸方面設計與施工切得很開，設計方面就包含機電、空調、電暖、消防等。 

5. 在 BIM 問題釐清上，可藉例：易及網的整體運作邏輯，及處理運作上的ㄧ整套

配套措施，也便於未來客戶要求事後保固也有助於釐清工作項目上的紛爭。 

█  台賓科技 陳慧如 經理 

1. 以臺灣來講可分為人才、法制、技術方面，在人才方面到目前為止學校都有

BIM 的學程，但與產業的接續可以在學界多琢磨 ; 法制方面，公部門法制標準

不統一，例如：臺北市希望與智慧建築結合。另外到底公部門能花多少補助業

界推動，工程標的 BIM 模型業界希望有保固等，政府能回應多少廠商需求？還

有 BIM 與政府採購的細節事項規範等？ 

█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劉青峰研究員 

1. 回歸到 BIM 的技術如何提升，以英國為例，他們公共工程要用 BIM 的重點

在，從 BIM 提供了什麼給產業，而不是盲斷要求我們產業要配合 BIM，他們先

讓國內自己提升再遠放置歐盟可｀反思臺灣政策導向。 

2. 以產業目前需要公部門提出更明確的規範來來改善技術端，公部門也讓產業釐

清需求後，提供相關補助及配合，如何提升需求人才導向，以及各產業間競爭

力，推動整個大環境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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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業界訪談紀錄 

(一)  潤泰精密儀器訪談記錄 

時間：105 年 5 月 5 日（四） 10:00~10:30  

地點：潤泰精密儀器臺北總公司 

█  潤泰精密儀器 楊泓斌襄理 

1. 利用建築材料、結構系統、被動式設計，也可讓建築有感覺、會溝通、能思

考。  

2. 運用 BIM 進行機能化建材開發，可提供效果導向、性能效益，讓建築邁向更智

慧更永續的階段未來。 

3. 藉由 BIM 這套系統在作為材料開發時，針對聲、光、電、熱、水、力去做建築

物理環境進行效益評估。 

4. 將過去土木與建築分工項目做一個整合，運用 BIM 作為一個溝通及協調的平

台。 

5. 未來在做材料開發商時，希望能用 BIM 把環境功率給定義出來，不管是在產品

開發或是產品行銷整合在一起做推廣。 

6. 過去營建工地有很多的問題要解決，希望在前端就能把問題解決及控制住，像

是利用先搭配好的泥作砂漿，運送到工地後直接加水即可施作。 

7. 建材智慧機能化是希望在前置作業時，就能把建材的效益評估出來，作為設計

階段的參考，像是有些材料能做到溫控、調節的作用。 

8. Q：BIM 對整個集團的最大效益及價值？ 

A：目前模型的呈現還是最有效的溝通，我們利用模型作為細部設計的檢討，

減少工程失敗的風險，最大的效益是施工前的建築、基地、土木等各方向的檢

討。 

9. Q：目前集團的元件資料庫是以什麼為主？ 

A：以建築元件為主，包括樓梯、門窗等，現在也有機電元件庫，也會把常用

的建築元件做到更細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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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Q：針對集團內部整個元件庫的建置，以及建築工程生命週期裡的協作平台，

與政府未來要開放的元件庫將會發佈到雲端公開下載及 BIM 相關規範等，為了

讓政府部門有ㄧ個統一的整合性有什麼特別建議？ 

A：目前對公司來講這套系統是對於內部的一個整合、溝通、協調平台，對於

公司運作是有很大的效益，未來對於公部門的相關規定還無法給一個明確的建

議。 

11. Q：目前公司有自己另外開發軟體嗎？ 

A：有的，現在開發的外掛軟體主要是在使用者維護管理的部分。 

12. 對於 BIM 這套系統運用在業界希望是能推動整個臺灣產業與國際競爭，也方便

讓公部門有ㄧ個方便整合的平台，公部門在訂相關規範時也會益請有相關的學

術單位輔助，但致力推動下發現困難之處還是出在很多專業分工細項化後並沒

有所突破，反而變成一個無法整合的問題，在整個大環境下要推動、進步等需

要相關部門、產業、學界願意配合作，從元件庫完整的建立到未來雲端平台的

開放能夠促進整個大環境下產業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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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林煒郁、黃郅堯建築師事務所訪談記錄 

時間：105 年 5 月 5 日（四） 10:30~12:00  

地點：林煒郁、黃郅堯建築師事務所 

█  林煒郁、黃郅堯建築師事務所 

1. BIM 對於剛起步的建築事務所，是提升能立即生存力的有效路徑，利用像是平

台整合、統一元件庫，作為一個有效的管理與控制來說，這是一套有效率的執

行系統。 

2. 從甲方、政府、建築事務所到工程施工流程中 BIM 能建立一套運轉機制，在業

主要求設計、進度，乙方設計與監造，整個的流程規劃與計畫能夠順暢。 

3. BIM 在前階段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但以臺灣目前的施工品質還是需要到現場勘

查，在施工品質管理上還是ㄧ個阻礙。 

4. 黃郅堯：建築師在目前這個環境下要生存必需要強化自己的競爭力，當初公司

決定用這套系統運作時很多業主不是很理解，像近年公共工程在推動 BIM，但

對整個系統不是很熟悉的情況，容易產生ㄧ些公共工程上的和合約糾紛。 

5. Q：目前黃建築師及林建築師的事務所在臺灣算是唯一有在另外研發 BIM 的軟

體，我一直覺得 BIM 是ㄧ個產業，未來有沒有機會把這項產業往前推，他有沒

有機會能成立為公司，或是他是ㄧ個輔助事務所營運的工具而已？另外就公司

內部來講大約花了多少人事、成本在這套系統上？以及如何運用這套系統？ 

A:當初成立公司時看好 BIM 是未來的趨勢。在之前的事務所一起工作常會遇到

在設計階段沒有問題，但施工圖對照下來產生很多無法施作的情況，營造廠大

多時候都在現場想辦法施作，例如：之前在金門的ㄧ個案子是要做一個雙拱屋

頂，最後出來的結果並沒有達到理想效果，在建 CAD 檔發生問題 CAD 並無法

畫出設計端所需要的曲線，最後還是用 3D 建模的方式解決。 

6. 在開始執行 BIM 時，雖然 BIM 的資料庫很龐大但與臺灣許多法規、電機、風

俗等等很多情況下是不相容，反而無法順利運作，為了達到效益決定另外開發

軟體等。真正執行面上困難的還是與各團隊有溝通上平台的阻礙，目前大多都

還是以傳統的電子郵件溝通，現階段我們專注開發在這個方向利用雲端處理平

台。我們做的不是整個雲端而是利用雲端產生ㄧ個有效溝通的平台。 

7. 黃郅堯：以我們事務所來說，目前我們軟體的研發核心程式是由公司內部掌

控，我屬於 PM 的角色，另外三位也都是建築背景。在需求面由公司同仁執行

專案時直接用 dynamo 做開發，但他是屬於子語言的系統所以只能作為初探，

最後要還是回到我這做統整在回系統寫核心，另外涉及到演算法的部分屬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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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我們也會利用自己上架的產品，讓使用者回報需求，整合所有使用者需求

再去改寫。 

8. 目前我們做的核心架構是去重新定義建築法規的用途別、容積及停車分類等，

我們的系統會先在資料端坐分類處理，當你在做設計時他會跑出來告訴你現在

是在什麼樣的情況。未來我們的理想狀態是讓設計者能專注發展設計，不再像

以前要先算面積、再來還要處理綠建築等，直接由我們的系統處理並隨時隨地

提醒結果。 

9. 在未來我們會加入雲端平台將我們現在的所有軟體納入，甚至以後再與機電、

土木技師溝通時，不管是誰做任何調整都能記錄並變成資料庫，更有系統化的

ㄧ個整合模式。 

10. 另外就市場來講，舉例日本的 panasonic 要來臺灣設廠，他們會先做市場調查，

並與臺灣 panasonic 廠商合作，由臺灣廠商提供需求是什麼，並做符合臺灣市場

的開發，是可以作為臺灣向海外市場發展的借鏡。 

11. Q：就貴公司在執行 BIM 這幾年的經驗來說，是否有建議內政部在推動 BIM 這

項產業前進時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要有多少人事、成本才能成行？另

外是否需要額外經費相關補助來減輕ㄧ開始開發的難度？ 

黃郅堯：以一般事務所在實際推動面上，其一要有一定程度的資金進來，其二

一定要有更多需求才有市場做這件事。舉例：目前公司開發法規相關的產品來

講，有 30 家廠商的需求，但這些需求量不及ㄧ位開發工程師的薪水，以長久發

展來講還是希望能夠尋求創新服務經濟部的補助。  

在向經濟部的創新服務申請補助時，審委並不多是建築背景的專家學者，看法

與公司想推動產業有所偏頗，其中經濟部的主任委員要求 kpi 指標不能太低，

對於產品的需求量要達到理想值才能成立。建築並非工業產品，是以勞務為主

的產業，無法以產品的方式定價，這是未來大方向要先定義清楚的事情。 

12. Q：臺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目前還未熟悉 BIM 這項未來有機會成為大產業的輔

助及推動，就你來看是否有機會在事務所運用後另外出來發展成企業、品牌？ 

A：在目前的產業生態看來關於專業化的知識並未建立ㄧ個有力的基礎知識

庫，很多時候消耗在溝通跟執行端需要去解決現場問題，我們應該要將我們的

知識庫建立完整，再由廠商或需求者，不斷的反應及回饋整個系統運作上的問

題，透過不斷協作改善，再由最上級開發者掌握核心系統的不斷調整而有效有

力的推動這項產業大幅前進。 

林煒郁：這項產業的推動需要中央下放ㄧ個標準，地方政府可以輔助前項作業

的作制，透過整合收集各家廠商與業主在合作專案時，所遇到的需求、問題，

去先完善建立資料庫，即不斷的改良開發端，整個去運作ㄧ個大方向戰略的方

法。 

黃郅堯：每個國家都應該發展屬於自己的雲端平台，將公私有雲清楚分割，不

涉及國家機密的可以ㄧ定程度的下放權力，加快產業腳步快速發展，在私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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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核心系統控制，這部分不涉及洩露國家機密。 

13. Q：假設以這項開發軟體來講未來要開拓市場需要有戰略？ 

黃郅堯：以目前產業環境來看，未來極有機會走向代工制，臺灣目前多以代工

開發者為主，就以某廠牌電動車來講，ㄧ開始的馬達是與美國合作開發，後來

因為民間資金、補助不足，後來美國廠商直接買下版權。其實臺灣的軟實力是

夠的，但需要整個大方向策略去退動產業、人才，能夠與國際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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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易及網訪談記錄 

時間：105 年 5 月 5 日（四） 14:00~17:00  

地點：易及網公司 

█  易及網 洪國源、張國章 

1. 臺灣的營建工程大多是土木系相關人力與建築系專業訓練有所差異，往往各項

圖說都有專業上認知的差異，造成後期管理、維護甚至是查驗收時，各方據理

力爭而造成工期延誤，或是責任歸咎不清。 

2. 把建築工程分析成各細項作業後，前提是各部分有ㄧ套專業的依據，才能夠達

到工程品質管理。 

3. 查核及驗收的邏輯與原則也是該有一套專業知識背景的訓練，才能立即發現錯

誤並做處理。 

4. Q：是什麼契機與想法讓你決定創立易及網公司？ 

洪國源：就我在職場多年的經驗，業界並未建立一套成熟的系統，每每投入職

場的年輕人皆需要從頭做起，累積多年經驗後才能開始發揮在學校所學的專

長，這樣拉長時間來看，我們的業界並未多少進步，但時代驅動下改變勢必。 

電腦設備輔助了人們生活上許多便利性，當我在念研究所時，剛好電腦在發

展，學校許多課程最後的訓練也是在訓練釐清自己的邏輯，而電腦語言其實就

是運用自己的邏輯讓電腦輔助設計與完成作業，你若是能把你的邏輯條理清楚

就完成了 99%剩下的 1％就是把它轉成電腦語言。這樣的契機下我想何不把電

腦輔助在工作上，讓作業更有效率之外，有更多的精力放在創造利潤上。 

管理上，軟體的模索並非困難，真正問題是專業，就以建築進度計畫來講，這

並非是工作經驗越久就越有系統調理、或是就能弄清楚真正的問題，長期下並

非建立一套系統，而只是透過事務的摸索累積而成的經驗談。 

5. Q：這會不會是關係到整個事務所文化、組織的改變或是工作模式等所產生的

問題？ 

洪國源：的確，建築並非只是學理上的理解，必須要與實務上連結，依現在的

情況來講，學界與業界也沒有建立一套知識系統。  

張國章：就我們多年經驗來看，整個產業其實並沒有多少進步。體質沒有改

變，營造業的做事方法、品質並沒有進步。 

以營造廠品質來說，國外廠商首選是日本、臺灣的潤泰、再來是大陸的工程公

司，而國內工程的環境問題出在浪費太多時間在做重複基本的錯誤，我們應該

要讓年輕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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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國源：我們的管理軟體不是一個套裝，而是一個模組，因為沒有ㄧ個專案是

一模一樣的，每個立場不同，管理需求不同，應是以因應各種專案需求為主下

的模組。 

6. 營建最重要的是過程調理化、記錄製程的設計與管理、如何有效的管理、記錄

工作進度、建立資料庫並非拿來當報表儲放，應該運用在管理品質上。 

7. 易及網將營建管理分成主要兩大項，施工品質與材料品質的管理。 

8. 易及網所建立的營建施工管理平台，首先統整標準製程，詳細記錄工作進度除

了控制進度外，可以很快找到問題癥結點降低失誤，結束專案後也完成一套的

作業流程，產生一套屬於自己的管理系統，在往後可以加以修正，也方便學

習。 

9. 當製成標準化、材料規格統ㄧ、準確，管理者很清楚地知道要管理品質時切入

的問題點是什麼。 

Q：關於目前所建立的專案管理平台內，標準化的製程以及統一的材料規格，

是必須相當程度的營造廠才能使用嗎？在結束專案後管理者是繼續已使用者付

費的模式開啟資料庫嗎？會不會有智慧財產權上的疑慮？ 

洪國源：就以真正實務上來說，要建立這套系統要做的其實是營造廠，但我們

的營造廠沒有這樣的觀念與技能來解決這件事，最大的原因還是在專業上。我

們利用多年的營建經驗為各營造廠先建立標準的施工流程、正確的圖說、與時

程計畫表。 

這份系統建立後即成營造廠的知識庫，方便建立之後的作業流程，變成屬於自

己的一套系統，這套系統目前只專注在施工品質管理上，不影響各公司的設計

智慧財產權。即使是設計作業也需要正確的細部圖說、與施工圖說才能完成前

項作業，進入後面的施工品質管理。這也能在前面做設計時，也就在控制後項

作業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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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戴育澤建築師事務所訪談記錄 

時間：105 年 6 月 20 日（一） 15:00~17:00  

地點：戴育澤建築師事務所 

一、 會議照片 

  

會議照片一 會議照片二 

  

會議照片三 會議照片四 

二、 會議紀錄 

以事務所多年案例與經驗來說，早期集合住宅專案是走古典語彙，近年來電

腦輔助設計使設計想法能夠突破傳統施工上的困境。監造是事務所的主要收入來源

之一，但長期因工期的各種突發狀況、以及業主時常變更想法、加上公部門請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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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困難，造成事務所耗費許多人力、成本，但這些卻影響事務所 80％的工作時效，

而後開始想辦法解決這一塊，再多年的知識經驗累積後，整個事務所的營運可以處

理到 PCM 程度的品質控管。 

管理是一門科學，但大多的事務所皆用設計人才來做管理，並不了解整個營

運狀況，往往浪費了許多時間在重複錯誤上。再加上現在社會資訊爆炸，媒體宣傳

普及，快速影響人才流動去向，往往事務所耗費時間心力培育，卻不一定能留住人

才，人才的去留也影響公司營運的流暢。事務所應該自主管理不應等待公部門規範

才能推動公司前進，為臺灣產業盡一份心力。這也關係到員工的工作心態，不以為

求職而來而是把自己當成事業合夥人，關心事務所的長遠目標。並透過組織學習在

資訊快速爆炸的時代提升個人成長。 

以一般的品管程序分為人、事、文件，長期動態調整的狀態，最佳控制化標

準程序為：兩道關卡兩位簽章，ㄧ為負責人ㄧ為代理人，所有單一窗口皆建立職務

代理人制度，事務以 SOP 進行，所有文件之收發均需兩層級控管。在專案管理部

分必須定義所有各部門各細項之開頭到結尾工期，以私人建案來講，建築師只需確

認面積、法規、材料、細部、立面及造型，其他事情由各部門掌控。建築事務所的

ISO不是設計是流程，這套流程不是 SOP而是在機制建立下有秩序的破壞，不斷的

檢討更新。有關這項流程舉例說明：在繪製施工圖前會舉行施工圖總檢討會，以往

每次先繪製好施工圖後，因業主的變更設計造成時間、人力成本上的浪費，加上工

程分包不光是需要時間溝通，也需要廠商有一套完整的專業知識，可時間限制常常

造成責任歸究不清業主只會認屬事務所。 

在臺灣的建設公司多有屬於自己的營造廠，事務所承擔監造部分時常包夾在

中間要處理許多細碎事務，分散時間下無法顧及設計品質，即使在施工前也需要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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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細項總說明會，建立好各部份責任歸屬，以保護事務所權力及控制工程品質，不

管是廠商材料樣品及施工圖書送審表，皆必須先清楚所要送審圖說及必要之大樣圖。 

未來目標將人事與財務結合在專案軟體上，力求在工作過程中 QA 最後能通過

QC 測試，此目標讓每位專業人才以事業合夥人的模式營運事務所，這項改革是為

了以往長期專業人才因身心狀態或環境不可抗力因素，常造成事務所作業上的耽擱

或是人才流失，即可在家工作不再侷限地點，並以事務所為中心的擴大工作範圍。

並且可作為人才評估的ㄧ個準則，以時效、投資報酬為績效考核的系統。會計、財

務、行政總務是事務所設計人才無法管理的部分，以往一個行政需要五個專案，在

二十人規模的事務所需要四個行政，藉由 RMD 資源管理 IOS 化文管系統，將每個

工作細項整理成知識讓新進人才可自主管理。目前除了打算將傳統紙本資訊庫 e 化，

也開發 APP 平台將會議、流程與行事曆結合，各項聯絡人都能以手機隨時處理。

事務所行政分為建築行政及一般行政，建築行政又分為分區，法規、機電等，與各

階段負責人讓新人進來知道要去問誰，所有分工細項話後只需要定期的全體會議讓

上級知道工作進度與各部門會議處理即時問題。 

Q：管理人才的目的就是為了能讓員工有效率的工作及在工作中學習成長，但通常

被管理的人員皆不是以此角度看待，往往覺得除了必要工作之完成外，還要額

外記錄每日工作進度表耗時又費力，想請問公司員工在這套體系下可否提供看

法及意見，另外如何將品管與 BIM 結合在一起，在未來不只有程序履歷與 3D

模型結合在一起？此系統可設定管理上級想要知道的程度例如：業主端、施工

端、廠商等，是否願意結合施工端，做一套更晚整的機制？ 

A：目前在處理程序上會利用先前建立完整的紙本資料庫 e 化，原先有涉及施工端

及加設大陸市場點，但還未有成效，依舊是先考慮事務所的品管程序建立一套

更佳化系統。以新進員工來說，ㄧ開始進來事務所是無所適從的，但透過完善

的知識庫建置例如處理到不熟悉的機電系統，能夠有整理好的範本與準則做參

考，以及有問題時能第一時間找到各部門管理人，不僅增加工作效率也不再靠

摸索很久才能學習。雖然ㄧ開始進這套時，除了工作外還需要額外時間做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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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是很費時的，但以建築工期來講，ㄧ個建築工期經常耗時 4 年以上，整個

長遠來看的確提升效率，另外也對自己的工作權益多了ㄧ份保障。以長遠目標

來看所要求的嚴謹度可改善整個建築產業。 

 

Q：是否有考慮過建立一套系統能普及化或是變成ㄧ項專利，讓其他事務所能夠跟

進，讓他們可以調整成自己事務所的一套流程，對整個建築產業能夠提升及進

步？ 

A：這套系統是一項動態的，每個事務所皆能透過自己過往的案子，知識經驗之累

積，不斷調整ㄧ套屬於自己事務所的 SOP，我們所期望的是大事務所的架構，

又有小事務所的彈性。這套系統不在簡化工作而降低知識深度變成加工廠的ㄧ

作業員，很多建築界的學生從學校畢業後，對設計滿腔熱血，進了事務所也只

做設計那塊，後續的施工、電機等等ㄧ率不碰，但在這套邏輯改變了思考上的

深度，對事物的了解不再只有斷層，而是建立ㄧ套有組織的流程，即使再設計

端就能預想到施工端，更加廣設計思考。知識的累積是ㄧ套動態系統，永遠不

會被因過時而被淘汰，在資訊爆炸的時代，誰能將正確的知識轉化，誰更有先

機。 

 

Q：程序知識的累積外有考慮過與實質層面例如，模型等進 BIM 系統？ 

A：臺灣的 BIM在私人建案上最大的難處，是時間經常被壓縮、加上系統方面的人

才難找，業主經常變更設計例如：私人建案業主會涉及材料、美學，但材料廠

商並非是事務所端所能處理到好的業務，反而該被要求的細部，確保施工端品

質卻不用太細緻。目前國外事務所的確比較著重在模型系統化，但忽略到事務

所的品管也該進系統化，國內許多大型事務所皆是設計專業背景上來的，卻讓

設計合夥人管理公司品管，應該建立整套專案管理系統，讓前端流程進到管理

整合。臺灣的事務所因外在與內在條件侷限了設計能力的發揮，將公司管理運

作推上軌道，是為了讓更多心力放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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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7/14 潤泰精密宜蘭廠參訪會議記錄 

時間：105年 7 月 14 日（四） 10:00~12:00  

地點：潤泰精密宜蘭廠 

 

潤泰精密水泥廠推動品質履歷。將每個生產管制點與作業內容，使用電腦資

訊系統進行連結，隨時隨地確知生產品質與使用物料情形。水泥生產流程分為採運

系統、生料磨系統、燒成系統、水泥磨系統、包裝系統。採運系統將採掘原料壓碎

後由帶運機送至石庫，經由索道及卸石站自動卸石入原料大倉存放。用生料磨機將

石灰石、黏土、矽礦、鐵渣研磨最後送至生料庫儲存、拌料、飼窯。燒成系統中預

熱機產能由 2100 公噸/天改良提升為 3200 公噸/天，利用電腦化中央控制，最後再

放進熟料庫儲存。燃料熱值試驗測試媒粉、重油樣品熱值，供燒手穩定旋窯操作。 

水泥磨系統利用空壓機及ＦＫ幫浦吹送水泥，將磨機送至水泥庫。抗壓強度

試驗將每日製作水泥方塊測試抗壓強度，3 天、7 天、28 天抗壓強度，了解強度伸

展趨勢，管控水泥品質。利用光學顯微鏡確認熟料水泥的礦物相，確保品質。包裝

系統分為美特耐廠區及傳統散裝運裝區。美特耐廠主要分成兩區，Ａ區將原料砂儲

藏，透過帶運機將其運送至烘砂機烘乾後運送至生產區或備砂桶。美特耐B區為生

產及出貨區，乾砂經過篩砂機分出不同之砂子倉儲，搭配各式原料及不同配比，經

拌合機均勻混合後以袋裝棧板或散裝卡車出貨。美特耐B區以全德製生產出貨系統，

包裝速率每小時 2400 包。 

潤泰將原先水泥舊廠的 NSP 新式懸浮預熱窯改優化成 RSP 加強式懸浮預熱窯

以提升品質、鍛燒率、提高生產效益、能夠生產多樣化產品及節能減碳。懸浮預熱

器（SP）利用窯尾排出的廢氣中大量熱能將生料粉預熱後入窯，以降低系統熱耗，

提高熟料產量，是預熱的主要任務。新式懸浮預熱窯（NSP）窯襯磚壽命可延長 4

倍，達 20000 小時火磚消耗減少 1/2-1/3。速率比 SP 窯提高約 10%。大型 NSP 窯運

轉週期約 85-90天 SP窯則 75天。NOx生成量少 50%，NSP窯平均值 140-160ppm。

可減省5%燃料（約42-84kj/kg熟料）。RSP型爐特點：噴嘴佈置與空氣充分燃燒、

生料分兩次加入分散效果好。有利於生產大型化，單價生產能力可達 12000t/d 以上。



附錄四 業界訪談紀錄. 

195 

 

有利於舊窯改造。NOx 比 SP 窯低至 1/3-1/5，排放量為 1/10000 左右。佔爐用燃料

總用量的 35-60％範圍內。 

 

Ｑ：原料砂的差異與最後產品使用上有何區別？如何用電腦自動化控制原料及產品

品質？ 

Ａ：目前原料砂分為大陸進口與宜蘭砂，粗砂的部份常用為壁體細砂則為粉光層塗

料面等。在原料砂燒成部分會透過各項檢驗把關，最後也會用抗壓試驗確保

產品品質。 

 

Ｑ：燃燒與污染有何降低對策？ 

Ａ：優化舊廠內機器配合地方政府制定標準，利用提高燃燒效率及提高運轉週期，

降低 NOx 排放量及碳排量，也節省燃料用量以達節能效果。 

 

Ｑ：關於創新部門運作方式？ 

Ａ：主要分為兩大項第一部分對於原料整個製程做改善，以提高生產效率、確保品

質、節能減碳。另外就是以水泥作為多項產品研發，企圖將傳統水泥廠轉型

包含隔音、熱等多項建材產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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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衛武資訊參訪會議記錄 

時間：105年 7 月 15 日（五） 10:00~12:00  

地點：臺北衛武資訊 

 

Ｑ：公司在雲端化及系統化的運作流程與目標？ 

Ａ：當模型量體太多太繁瑣造成各方開會時的困難，目前主要以顧問公司為主，針對專案

需求研發技術根據各業主需求、設計一系列訓練，但對 BIM 系統已無法滿足回饋，

決定開發平台整合與參考平台。以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舉例來說公司在先前運作流

程已建立一套系統，為模型數據庫交換機制，介面整合與工序檢討，特殊工項工程

計劃運用，參數數值化設計，假設工程與安全防護。模型數據庫交換機制舉例：鋼

構廠商以 TEKLA 建置鋼構模型，以屋頂的 RHINO 模型與鋼構模型做介面分析，屋

頂廠商再以 CAM 軟體做金屬板片分割與延展分析，達到結構、建築、量體、機電

與消防結合，可以從大尺度看全貌。介面整合與工序檢討包含工序檢討、碰撞檢核

與軌線規劃、3D-CSD與 SEM 檢核及複層天花空氣層。迅速產生剖透模、協助釐清

介面分工、工項檢討及工序。施工順序模擬可 3D清楚定位、碰撞衝突之解釋與溝

通。降低一標與二標之衝突。特殊工項工程規劃運用包含自由曲面屋頂、船殼鋼表

皮天花、空調氣室。參數數值化設計包含外觀曲面全屋頂分析、榕樹廣場地平分

析。將外觀金屬曲面合理性分析，依據投影等距分割，分析曲面板片寬度與延展

性。假設工程與安全防護包含施工架設置與安全防護、安全設施視覺化管理以 MEP

整合成果。目前已研發出 BIM-BAESD 釋疑文件管理系統和施工圖說與二維條碼結

合的 API，可直接在手持裝置上顯示相對應的 3D模型。目標以企業級 BIM 作業管

理系統、BIM 執行計畫與模型審核顧問將 BIM 技術導入及諮詢顧問。 

 

Ｑ：公司提供的服務是否朝向多角化經營？ 

Ａ：有的，除了將 BIM 技術導入及諮詢顧問外，也另外開發 WeBIM Sync 平台、客製化

WeBIM 雲端 4D、WeBIM 雲端客變模組、雲端樣品屋展示。在客製化系統服務中包

含專案協同平台客製化、雲端協同平台工地端目前兩項與取得建築專利。在專案

BIM 服務中快速前期工程規劃作業、多變基本設計 BIM 模型建置、專案元件庫建置

及開發。在 BIM 延伸技術服務有工址點雲掃描運用，全面出圖及客製樣板設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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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使用鋼筋撿料、料單、鋼筋圖，應用 DYNAMO 減少重複性作業。特殊 BIM 專案

委託有醫療 BIM 導入研究、WeBIM ArchVis。除了目前的技術導入顧問外未來也希

望導入後續的營運管理部分。 

 

Ｑ：公司的營運、成本以及服務的相對關係（businesss model）? 

Ａ：以技術導入來說分為事務所、建設公司及營造公司為主要顧問類型，以事務所為例，

經常性的前後導入技術服務 3 次左右。目前公司運作項目的費用以臺北市為主來講

是工程費的千分之七為概念，在台大 BIM 中心成立後，經過雙方合作研究調查，整

個系統回饋最利益方是為業主，所以該由業主支付。以事務所類型來講因臺灣法規

制定分工作業，導致以獎勵機制換取建築回饋及效益，在推動 BIM 上增加難度，在

國外事務所案例來講，有 BIM 技術導入明確提高 15%的效益回饋。衛武資訊將事務

所手上做過的案子之圖說重新整理出系統化資訊模型，舉例大元事務所初期只以施

工端出圖導向，常常造成設計端與施工端的代溝，為此衛武資訊花了一年的時間將

大元事務所技術導入並步上軌道。目前公司的營運、成本以服務特定大項目廠商為

主，得以完整呈現並依各計畫項目需求提供專案服務。 

 

Ｑ：有關全方位的專案生命週期服務、BIM 系統客製化服務的相關介紹？ 

Ａ：舉例醫用空間虛擬實境模擬研究平台來說，醫 BIM 溝通的創新概念：WeBIM 利用

BIM 的概念，導入現行醫院設計的流程，讓醫護人員能有平台能與建築設計的人溝

通，改善建築人不懂醫療、醫護人不懂建築的問題，搭起雙方的橋樑。醫 BIM 關係

的流程改善：客製友善互動介面，使用雲端技術讓資料流能更順暢地整合至伺服器

的資料庫系統，讓異地的參與者都可以藉由此平台，針對建築設計進行討論與建

議。 醫齊 BIM 進未來的可能：透過永齡 X Lab 這個專案，將給予永齡與 WeBIM 更

多實質上的建議，共同打造一個醫用空間虛擬實境溝通平台，未來將持續思考與 IoT

物聯網整合介面的可能性。實際操作上來講不僅整合平面議題記錄，以 1:50 模型全

區配置檢討，在化療照護流程更以 1:20 模型進行討論，空間動線規劃檢討就醫動線

皆以醫師工作、需求動線檢討，在門廳實境模擬更以現場施工 1:1方式。不僅整合

完整建築資訊，平面可快速定位在模型指示上提升物件資料查詢效率及空間配置瀏

覽，簡易的互動裝置與實境模擬提高與業主溝通效率，降低來回修改時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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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以未來競爭類型、市場、技術來講如何做出自己的競爭市場與條件？打算如何與 IoT

結合運用？ 

Ａ：推動產業延伸觸腳結合工業 IoT，若是未來產業停留在淺根階段，很多有實務經驗的

公司更應該自己要體會如何更增進效益及更有效的方法研發技術，並思考有更多發

展之可能。首先臺灣 AC 產業須先升級，分析臺灣有多少市場，目前看來是無法與

國際公司競爭，不但是我們需要很多團隊的結合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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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戴育澤建築師參與專家工作會議記錄 

時間：105 年 8 月 8 日（五） 10:00~12:00  

地點：臺南成功大學會議室 

 

Ｑ：請問關於事務所執行的那套流程是否能更加詳述其運作方式？ 

Ａ：簡單來講那是一套思維，比如一家約 30 人的事務所，長遠看來面臨的問題無

非就是人事問題，以現在房地產萎縮的狀態來講，公司獲利可能不高，但依舊

要負擔高價的人事費用，但以一個員工來說工作經驗 5-10 年的員工最有效

率，但若是公司並未再成長，員工則會長期處於重複性指令的工作而停滯成

長，易形成工作倦怠感或是離職潮，不但讓公司無法突破成長外，也必須不斷

的重複培養新的人力，耗時費力。怎麼樣讓員工離職後經驗得以留下、延續，

是我最初思考的重要因素，所以當初想到的願景就是讓公司發展成學習型組

織，人必須要透過不斷的學習進步，但並非是每次學習都需從頭開始，以臺灣

事務所為例，培養一個新人才需要 3-5 年的心力，但每進一批新員工就重頭培

養。第二，員工在一間公司待久了很難讓其心智不斷成長，所以後來決定以合

夥人的方式，不管是有無執照的員工，皆讓其以合夥人的方式進行作業。若公

司能建立一個學習及專業平台，透過不斷的經驗傳承及學習，使平台不斷壯

大，最後讓每個員工都能自成老闆，以合夥人的方式不斷的運作公司。則當初

創立公司的元老不會因為退休而讓公司解散。另外牽扯到建築師行業的問題，

我們社會沒有適當的退休俸機制，當這些員工面臨沒有業務，長年累月工作卻

沒有成長，退休後沒有保障。此外當員工要退休時，老闆也無法負擔好幾人份

的退休金，不但沒有退休生活保障外，老闆也須面臨無法退休的持續工作下去

的問題。 

 

Ｑ：以目前公司長遠的目標更具體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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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長遠來講是建立一套機制也就是學習型組織，利用 iso 系統來整合平台，短期

策略來講是一套ＰＤＣＡ(Plan,Do,Check,Action)。 

 

Ｑ：這學習專業平台是如何建立在 iso 系統上面？ 

Ａ：這個概念有點像是中央廚房，我提供一套流程供任何組織運作的資料中心。以

公司業務為例，集合住宅送審前需要一定格式的書圖文件資料，通常員工有兩

種情形，很有經驗的很清楚整體架構流程，經驗不足的這是利用每章節拼拼湊

湊去修改完整送審資料，利用建立一個完整專業架構平台，不僅提供員工經驗

學習步上軌道，也可讓員工用外包的方式工作。以這套機制來講可分為專業

（建築）行政及一般行政，我把架構流程記錄下來建立成平台，不管是未來成

立的分公司設在國內或國外的點，都可透過平台交流，一方面先行幫助公司一

開始步上軌道，而後續公司行政程序上的修改也回饋資料中心不斷的成長完

善，供應其它想要新成立的子公司。 

 

Ｑ：關於上述的中央廚房系統有程式系統或是系統架構嗎？ 

Ａ：為了達成中央廚房式的資料中心，首先要先利用學習型組織達成短期目標，學

習型組織的方法分為以下兩種：1.建立上述平台讓學習、專業皆有所成長。2.

專案獎金系統。專案獎金系統短期策略為利用員工最後產值計算效率，利用效

率換取績效獎金，另外也可透過長期累積的資料，更加明確以一個專案來講，

每個部分該用多少人力資源達成，最後能夠越來越精準的去評估一個專案最有

效率的做法，用以達一個長期的策略模式。舉例來說：某員工經常性上班時數

不足，但效率是其他員工好幾倍，建立此專案獎金系統後，可方便員工不限時

間地點工作。或是，假設一個專案預算 15 萬但最後總結算能夠省下 7 萬剩下

的即按比例原則為員工的專案獎金，以作分紅計算可作為年終獎金。最後產值

不同於計算員工工作時數所換取的效率，透過複雜的計算，將專案每項各階段

工作內容，包含時間金錢等。專案獎金系統分為第一階段：每員工利用最後產

值計算績效獎金，第二階段專案分紅系統，第三階段可由一人承攬一項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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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目前公司執行系統總括有哪些？ 

Ａ：以目前來講分為三個系統個別為：1.專案獎金系統與會計一起管理。2.一般行

政（EIP）系統管理員工 kpi 值。3.資料中心 iso 系統建立專案學習平台。以一

般行政與專業（建築）行政來講區別，一般行政以確定各項事務所達成事項計

算各項事務雜項處理。專業（建築）行政則是將一個專案分成為各部門例如：

（法規、規劃、景觀、室內、結構等）每部門管理人以即時調整系統作為行政

工作項目。上層只需確定重點項目部分是否運作無礙，其餘項目供各部門互相

協調外，也提供員工額外發揮專業。這另外可建立業主需求表，以明確的業主

需求，減少來回變更次數，保障專業者的權利，也能建立在以往專案經驗的累

積上，更加發揮設計專業能力。此機制可將專案簡化從一開始明確的業主需求

表到最後以各階段最後會議作為行政流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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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BIM 雲端作業與 AEC 產業 4.0 策略藍圖規劃工作會議 

時間：105年 8 月 26 日（五） 13:30~16:00  

地點：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大坪林捷運站)會議室 

許坤榮：臺灣學者經常使用國外案例有不務實際之疑慮，影響臺灣業界無所

適從，應該建立 BIM 的Ｓ.O.P；國內所有案子的業主，每個單位對 BIM 的想像都

是不一樣，執行者與操作者的想像力場也都不一樣，需要整合方向。不管案件的大

小，國內外的處理的方式皆不同，國外頃向用 BIM 做整合檢討，不在乎模型細緻

度，但臺灣業主相對要求軟體效果與細緻度，把 BIM 想的太偉大缺乏實際面。 

黃隆茂：目前公司發展在營造的施工上面的應用，跟市場上開發的軟體以設

計面為主為不同方向，因為無法合併使用或是提升軟體的應用，後來決定自行開

發，目前先由設施管理層面已開發平台，再發展到物業，最後朝智慧建築以及長照

方面。關於長照有人的行為的方面先擺在後面，以目前的科技來講偵測人行為的技

術還未成熟。以往施工方面的專案管理平台都還是傳統方式，未來開發施工方面的

專案管理平台能有技術上的突破。希望未來能落實在臺灣各項施工上面，並在基礎

設施上更加落實。 

劉火炎：公司發展也以施工面為 BIM 應用，從接到設計圖說後我們用施工圖

面產生準確的細部圖說，幫助公司在營運作業時更加落實順暢。 

例如在內地承攬工程時，常遇到最實際的問題就是，每每開會人員皆無法一

致到齊，經常已定案核准的圖說因為下次有人有不同意見又要求變更。如果是從設

計到施工圖說皆統一案子是比較順暢，但經常是設計與施工分開作業，在設計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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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用做到細，因為還未發包很多設備沒有進來無法建立確切的施工圖，我們公

司就以承接施工上後續的管理平台等。比較特殊的是我們有跟 BNS 中央監控系統

合作有別於國內外廠商的設施管理平台；未來的願景是以工業 4.0 為要走的方向，

是以 BIM 作為平台，在技術面是利用 IOT 跟雲端，然後再結合運用在設施管理平

台上。 

王榮吉：以業界來講，材料廠商需要政府立法認證，也需要基礎的整合，可

效仿英美國外政府執行政策，透過建研所執行多年的研究，希望能夠與產學更加緊

密的合作，提升市場規模。另外透過政府支持下能夠讓廠商拓寬市場走向國際，純

粹只靠民間整合是有限的。 

鄭泰昇：前次的潤泰水泥廠參訪，讓我們額外了解到，其實某些民間產業很

願意花時間與人力，在材料技術上有所突破，並且自成創新產業研發，不僅提升施

工端效率與品質，希望能把後續端的精確與實驗性更加多元前端的設計端。 

剛剛也提到未來有可能加入長照，也許在共同致力整合下可發展出更多元的

創新整合產業。 

陳建忠：透過這次 RoadMapping 的形式匯集各方專家學整的腦力激盪，碰撞

出新的思維，例如潤泰將磁磚導入 BIM 後，讓原本的效率不僅提升，有更多的新

產品推出。 

劉青峰：建研所從過去目前到未來推動的目標，第一當初一開始讓產業真實

瞭解 BIM，第二階段著重在產業能夠實際操作應用到哪邊，最後借鏡英國營建環

境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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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真實的 BIM，讓業界能夠暸解到什麼樣的程度，是近年建研所努力推

動的方向，不管成果有限但執行面向上是致力在推動的。另外從 104 年開始跟隨英

國指南，收集、翻譯成冊，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在實際操作應用上，建研所單位是以研究為主，很難向國外一樣在推動 BIM

的時候是政府直接堆動執行，在工程給予指導，目前還是缺乏實務經驗，需要建立

案例供大家參考。未來發展階段重點可分為三個階段，設計、施工、使用，設計部

分以新北市為例，結合設計法規使用。在施工部分，在國外案例上大多提到，使用

模組化讓施工營造端做突破。 

在物聯網部分應該是以後設備廠商的角色會越來越重，如果業主一開始是設

定智慧建築，那就可以讓他去挑設備廠商，以往業主直接面對的皆是設計、營造

端，那未來可否成為新的形式，讓業主可以直接面對建築師、營造廠、設備廠商

等。有關於下個階段的政策要如何配合，目前業界比較擔心的部分，因為我們還是

以公部門為主，行政院也發布 2016 年最新行政方針裡面一直有提到，需要改變採

購法的部分，是否能夠各項建設培養工程顧問，營造產業去競爭力，可以去爭國際

市場，需要我們能協助這方面把它完成。 

鄭泰昇：先前與 Eastman 聊到，為何不更明確定義 BIM 呢？他提到說他不定

義 BIM 就是為了不限制 BIM 的發展，避免只要提及這不是與 BIM 相關，就不納

入ㄧ起研究發展，但他來看臺灣的現象後，提到第三版應該要定義清楚 BIM。 

戴育澤：已 25 年開業經驗來談，經常建築設計與效率會產生衝突，好的設計

並不代表效率快速，在 12 年前公司開始推 SOP 利用 IOS 作業系統，將建築分為專

業與行政部分，將繁複的建築行政 IOS 化，有更多時間做更有效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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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司目前建築專案分成多項部門來說，讓 BIM 結合營建端、設計端提供更

有效率及創意的可能性。利用 BIM 化營建端去推動智慧建築，最後目標是智慧城

市。 

透過政策面推動執行 BIM，讓下端可以發生什麼事情，舉例：新加坡的 BCA

當初在推動臺灣綠建築時，拉近國外參數例如大陸氣候，讓新加坡的建築師可以做

全中國大陸的案子，BCA 當初在訂定國家政策，影響了全新加坡的建築事務所可

接全東南亞的案子，可為臺灣借鏡。 

目前臺灣建材急需編定結合 BIM，讓臺灣廠商能夠突破傳統紙本，用數位檔

提升效率。建議國家審查機制要鬆綁相信建築專業人員，不認同用 BIM 來審照，

細部審查與管理系統是在不同的位置與起點，不應該是為了方便審查機制， 

鄭泰昇：除了上述的建築知識管理體系之外，戴建築師事務所內的學習型組

織 SOP，是ㄧ個讓新進員工順利跟上軌道。 

張國章：公司在 2008 才開始用 BIM，當人生閱歷豐富到ㄧ個程度後才會體

會，發現臺灣在國際上的市場很沒有競爭力，基本上都是國內市場為主，雖然臺灣

現在的建築看起來越來越漂亮、結構越來越新型，建築法規也年年編修越來越嚴

格，但整體來講臺灣的建築產業的體質並沒有進步。 

從建築師事務所的角度來看，至少能改進設計端的問題，才開始使用 BIM 後

來才發現這套系統不僅解決設計端問題，連營建端都可以改善問題。臺灣現在的營

造廠大多沒有圖面知識，無法用圖面討論各項事情，產生ㄧ種奇怪的現象，一定要

圖面上與工程做介面的整合，才能順利進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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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除了提高設計品質與施工品質外還能為了什麼？今天，如果把 BIM 延伸

到生命週期內讓整個管理品質更好，舉例，日本經驗，2006 年日本頒發新的法

令，第一住宅履歷情報，第二住宅延壽政策，考慮現在的建築物應該要延長壽命，

目前 3-5 樓之建築因為容積關係建商願意投資拆掉重蓋，但高容積的建築物下次能

否再有機會重蓋，應該很難！因此日本政府開始思考，應該要讓建築物延長壽命，

在以前討論的開放建築又重新討論。 

臺灣也有人開始用這樣的觀念在開發，傳統來講室內管線 2 年及拆掉更換，

如果只要提供足夠的空間、足夠的安全係數、施工品質，建築壽命延長後，他以後

在更換管線設備之時，並不會降低生活品質反而提高。日本在推行這樣的政策下，

也輔助許多優惠，例如：節稅、保險費可以降低，因為建築壽命更長，貸款可以降

低因為可以延長貸款時間，是臺灣目前所遇到的景氣低迷可以思考的案例；以臺灣

來講，推行這樣的政策可以利於節能、減碳，在這樣的利益下，推動執行政策面更

能有益。 

楊智斌：以採購法來講，在 BIM 裡面的運用有關於契約的簽訂，與如何採購

是我有興趣的部份，在中央大學開的課程，也是讓學生能夠建立起專案管理的概

念。透過上次建研所的案子，把國內政府部門有在推動 BIM 的案子做瞭解，發現

理論上與實務的落差非常大，也在對於機關端的做法做了大致的了解後，提供工程

會的建議，第一工程會在幾年前成立平台，但在推動平台之前，先在管協會有政策

推動白皮書，從過去到目前為止工程會的角色只扮演口頭上的鼓勵各機關來使用，

只作為加分的項目。目前正要做的部分，要擬定機關運用 BIM 參考作業手冊，協

助機關端以採購方式來把 BIM 放進去。目前已 BIM 來做為產業升級實質確有難

度，目前要推行的部分以機關採購法角度在不同階段不同態度。 

在過去三年工程會落點計畫中，個人認為要對 BIM 認知熟識到一定程度，才

能夠推動運用，做為提升產業為目標，在未來有機會能夠打入國際市場。至於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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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工程會施行效果有限，需要經濟部的計畫協助工程會訂定出門檻，目前交通

部已有訂定出門檻。透過訪談了解到目前各機關與廠商對 BIM 的想像差異非常

大，例如上級長官會在國外看到案例回來要求達到那樣的效果，但這樣的效果並非

有達到的必要，在與廠商訪談過程，認為 BIM 需要對業主先行達到全面教育，務

必讓業主了解什麼是 BIＭ。 

在機關運作 BIM 參考作業手冊中，第一章自我評估，機關在開始運作工具

時，必須要對工具進行了解，對目標不了解容易產生誤解，而能把廠方放進來達到

目的。目前國內的 BIM 整合只有做到表面，實際上設計端與施工端的資訊介面整

合，其實有很大的落差，應該落實確實，在跨國拓點計畫上，國內廠商在國外競爭

時需要先整合才能夠出去，所以在國內首先整合是重要的。 

在未來的產業裡面，國外慢慢會從使用者角度工具去看，到底 BIM 扮演什麼

樣的工具角色，站在最大的業主需求端到底如何使用工具，BIM 的發揮最大效能

在哪裡。站在政府角度，這些些願景必須要更加明確，產業要有明確的相關政策引

導，產業政策的形成與白皮書是需要的，在機關人員的共識與產業的推動願景是有

出入的，所以到底推動 BIM 要達到什麼樣的目標是要明確的；目前 BIM 人才培養

與教育訓練在國內需要短時間大量投入是需要的。 

黃毓舜：BIM 在推銷時，可以達到很多工作，但那都是假設，在執行者有出

入時，向機關上級報告可以達到如何的效果，產生上層的誤認為，開始要求下級單

位達到更多效果，得到不實際敷衍。 

公部門建築法令的生態造成人才斷層，第一線審查人員對於建築管理想像皆

不同，建築師與工會又有不同見解。建築管理制度不完善，到底是建築師還是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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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責任，追究不清，不僅是法規從民國三十幾年開始沒有在改過制度，此外體制

下的人員流動造成因為經驗不足的失誤率太高。 

BIM 的初衷是讓大家可以不用在那邊算數字，線上審查電子圖說這件事情也

是提早讓大家確定要檢討什麼東西，舉例新北市線上審查電子圖說系統，目的就是

為了讓大家減少與承辦對圖錯誤率，作業審查機制能夠建立起來，但許多事務所卻

不願跟進，覺得又花時間。線上審查這件事情的背後，在講的就是 BIM 的大數

據，很多事情可以在ㄧ開始確定，節省設計端的時間。 

臺北市開放很多國際標，卻都是被國外事務所標走，臺灣建築事務所只能淪

為二打手，這件事情放在 BIM 裡面應該要思考以及被討論。BIM 是一項長遠計

畫，在目標確立下，因時間金錢因素而後不斷妥協，產生上對下或是下對上時理解

上的差異性存在，造成現在 BIM 是一項奢侈性的服務，而且還免費。BIM 是一項

藍海計畫沒錯，但這樣的大環境體制下，產生很不真實的假設問題存在，能夠生存

下去的幾間大公司也無法撐起整個營建產業，很多廠商都希望政府先建立起浮板，

但政府單位的角色應該是ㄧ條繩子，政府只能在這個產業上建立好角色。 

許坤榮：roadmapping 的目的如果大家所看到的不同，最後產生的目標也會不

同，建築師公會上會用 roadmapping 來增強建築師實力，讓他確定短中長程計畫與

目標。舉例在上海 BIM road mapping 是公部門各單位的三年計畫。 

參考美國 BIM 標準只有六年計畫，核心只在講設計與施工整合，反觀國內太

多太廣，聚焦不明確，目前的臺灣現況也必須要整合設計與施工面向，並不是產品

研發的問題。臺灣公共工程必須要全面整合與檢討思考，否則就算推 BIM 也不見

得有好的成效，首先要改善就是如何用 BIM 檢討設計，如何用 BIM 檢討施工，

BIM 如何用在工序上。這樣我們才能繼續發展 IOT 雲端等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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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章：臺灣近年缺工也是未來趨勢，代表未來臺灣施工端要施工簡化，要

善用模組化工法，舉例芬蘭因氣候因素ㄧ年能在工地施工時間很短，所以才會發展

模組化、工廠化，因為條件嚴苛，所以產生對策。 

參考大陸前幾年政策實施，將人口分散回各地方，造成大城市缺工，都市紛

紛設立工廠模組化，臺灣不能總是為了節省成本就找外勞，應該要借鏡思考，理論

上缺工就是臺灣未來轉型的契機。 

突破傳統工法，施工模組化，讓技術有製成概念，學習良率的概念讓將來讓

臺灣有機會能夠上國際舞臺。以多年業界經驗，在公共工程裡的任何一家營造廠，

都畫不出正確的施工圖，這樣如何提升施工端品質，BIM 是讓專業的人更專業，

讓不專業的人也可以學習專業，站在專業的平台上開始學習。AEC 產業：舉例法

國藝術界人才，一百個人有八十人打國內杯，剩下二十人裡十七人打國外杯，三人

打世界杯，反觀臺灣如何對策，臺灣採購法應如何改進，鼓勵創意創業。 

臺灣的開放建築已有建商開始在推行，建築三代宅，把所有結構跟管線分

開，這樣的做法可以達到減碳的效果；BIM 在地化，鼓勵所有現在的年輕人寫程

式，發展出一套的在地化調整參數。建築住宅履歷情報，這棟建築所有從生產到使

用跟他有關的人都需要記錄他的履歷情報。 

戴育澤：臺灣的目前有ㄧ個現況存在的問題，總是眼高手低，應該要從根本

解決，例如今天要推什麼政策，大家就應付他。舉例美國的營造協會與建築師協會

定期開會，我們可以參考這樣溝通條件下，建立屬於臺灣 BIM 在地化

road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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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國際化，各項產品的研發，應該都屬於 BIM 的附屬條件，再推 BIM 時

應該首先要注意的是智慧財產權的概念，因為 BIM 是ㄧ項多工作業的整合，需要

保障各家廠商與建築師的權益，增加彼此信任感增進合作效率，另外政府也需要重

新思考契約內容，保障各方權益。 

黃隆茂：AEC 產業以營造業來講，營造業最重要就是進度、品質、勞安，把

BIM 加進來的目的就是要達到管控，才是營造業 AEC 產業 4.0。 

劉火炎：建議政府單位對施工圖審查制度更要求，施工圖不過就不能施工，

如果改善施工品質，未來 AEC 產業 4.0 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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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BIM 雲端作業與 AEC 產業 4.0 策略藍圖規劃工

作會議」 (Cloud BIM & AEC4.0 Strategic Roadmapping 

Workshop) 

時間：105 年 8 月 26 日（五） 13:30~16:00  

地點：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大坪林捷運站)會議室 

 

1 請寫下個人/公司/學校/政府的名稱,列出過去、現在與未來推動 BIM 的目標。 

工程會  

楊智斌 

(1) 過去：BIM 交流平台，鼓勵各機關應用 BIM。  

(2) 現在：研擬機關應用 BIM 參考作業手冊。  

(3) 未來：AEC產業效益提升。 

新北市政府 

黃毓舜 

(1) 過去：工程施工用 BIM。  

(2) 現在：設計管理用 BIM。  

(3) 未來：使用管理導入 BIM 的應用。 

台賓科技  

許坤榮 

(1) 過去：建立 BIM 團隊，在 BIM 實務專案中建立 BIM 服務水

準。   

(2) 現在：在各類 BIM 專案中，建立 SOP。  

(3) 未來：在未來 BIM 技術發展及管理能力上，達到國際水準。   

臺北國際聯

合建築事務

所 張國章 

(1) 過去：提高設計品質及效率。  

(2) 現在：推動 BIM 普及化。  

(3) 未來：協助建築生產履歷的執行。 

戴育澤建築

事務所戴育

澤 

(1) 設計產業的專精化、效率化、多樣化。  

(2) BIM 與專案管理的結合。 

邁爾工程顧

問公司 

劉火炎 

(1) 過去：施工中 BIM 之建置。  

(2) 現在：推動營建管理階段 BIM 之開發。  

(3) 未來：建置架構在工業 4.0 之 BIM 大數據中心。 

瑞助營造  

黃隆茂 

 (1) 現在目標以母公司推動兩岸BIM專案提升品質，降低風險、節

省施工成本。  

(2) 未來目標貫通全生命週期應用及實績，創造公司利潤。 

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  

陳建忠 

(1)過去：沒有 

(2)現在：沒有 

(3)未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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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 

劉青峰 

(1)讓大家了解真實的 BIM 

(2)了解如何操作應用 BIM 

(3)數位營建環境（居住）。 

 

                                                             

2 如何達到目標？目前遭遇哪些阻礙？最急迫解決的問題為何？ 

工程會  

楊智斌 

利用政策手段達成目標，各機關、人員的認知差異很大，教育訓練

使利害關係人正確了解 BIM。 

欠缺施工圖繪製人才 

新北市政府 

黃毓舜 

目標達成：訂契約、委約研究、教育訓練。 

最迫切的問題：教育訓練、目標與目的達成的務實性、合理性。以

及過度的期待。 

台賓科技  

許坤榮 

在實務上建立研發能力，實務上國內業主 BIM目標、方向太理想，

而國內現實制度無法搭配 BIM實務操作。    

臺北國際聯

合建築事務

所 張國章 

推力及拉力都是必要： (1) 人民對住宅安全舒適的要求。 (2) 政

府節能永續政策。 

政府沒政策「一 BIM各表」多頭馬車？ 

戴育澤建築

事務所戴育

澤 

標準、規格的訂定，透過最上位的策略如何與國家協同，在建築管

理、建築設計；環境永續策略資料庫的整合，協助設計及營建產業

得以國際化。 

邁爾工程顧

問公司 

劉火炎 

跨領域資源整合，含現場資訊搜集、通訊系統之建置、資料庫伺服

與 BMS之整合。 

瑞助營造  

黃隆茂 

先由 BIM設施管理平台開發，進行物業管理再到智慧建築及老人照

護，由於整合技術較廣投入資源大，必須整合相關技術及廠商，另

初期投入成本高，公司投入時常猶豫不前，資金投入是最需解決問

題。 

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  

陳建忠 

利用科技計畫及所規劃或收集課題提供大家運用。 

誰用了不知道，成果報告是否可用? 不知。 

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 

劉青峰 

沒有案例、標準、推廣、元件及公部門採購的了解與介入。 

整合：提出的是推動資源的整合。 

認證：BIM的推動力之一。 

                                                                            

3 列舉 BIM 下一階段發展的重點項目？產業市場、產品服務、技術研發? 

工程會  

楊智斌 

提升國內 AEC產業的普通水平 

拉近理論與實務的落差。 

BIM 在地化、本土化、務實化 GSL 

發揮專長：BIM+IOT 

新北市政府 

黃毓舜 

產業市場：供應鏈的問題。 

產品服務：內容、標準的定位性。 

技術服務：討論維運、問題解決的 SOP。 

台賓科技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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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坤榮  

臺北國際聯

合建築事務

所 張國章 

BIM 是工具是平台，透過 BIM 各產業的目的不同。 

政府、業主、開發商、施工廠商、設計建築師、技師、建材、專業

小包等各有不同的目的。 

適用臺灣化的外掛 APP 也應開發通用。 

戴育澤建築

事務所戴育

澤 

建材- Swiss Catelogue 的 model，提升產業的國際化，仿綠建材標章

提供元件數位檔。智慧財產權的權屬。 

邁爾工程顧

問公司 

資訊搜集之整合、無線通訊架構（含資料流與微定位）、BMS 系

統整合量測產品無線定位、與無線網路（mesh）、各監控系統

（BMS）之整合。 

瑞助營造  

黃隆茂 

下ㄧ階段將由 FM 突破技術再回來解決施工技術問題，如何將 BIM

導入專案管理系統是未來趨勢，如此才能使營造更新替代技術研發

及突破是重要工作。 

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  

陳建忠 

技術研發；提供研究成果，操作或技術規範。 

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 

劉青峰 

ERP(VICO)、VR+AR、智慧建築、長照、BMS、RFID+BIM  

 

4 前瞻科技例如雲端運算(Could Computing)與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提供

AEC 產業哪些發展機會？ 

工程會  

楊智斌 

使 AEC產業提供的產品及服務更能便 End-User 感受其價值。 

新北市政府 

黃毓舜 

跨域整合、多元學習：建築師的設計或許是 AEC產業源頭。建築

師的設計如何讓多元的聯合產業可以看得懂，因此在設計源頭標準

的研訂就應該是 AEC4.0開始的關鍵。最原始的資料作為雲端運算

的基礎。 

台賓科技  

許坤榮 

許坤榮：（略） 

臺北國際聯

合建築事務

所 張國章 

AEC後傳統產業要轉變為知識型產業。 

要善於通用 IOT。 

戴育澤建築

事務所戴育

澤 

透過建築 BIM+IOT=BIG DATA→產業的提升整合→新的產業。 

邁爾工程顧

問公司 

BMS 軟體發展、設計手法之更新（直接三度空間之檢討），即時

設計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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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助營造  

黃隆茂 

涉及大數據運算、模型日趨大量記憶體，必須透過雲端運算來解

決，智慧建築也須透過物聯網將訊號傳輸到遠端進行訊號收發、分

析、運算及操控等。 

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  

陳建忠 

（略） 

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 

劉青峰 

IOT→設備庫的重要性。 

 

5 下一階段臺灣 AEC 產業的公司/學校/政府應該採取什麼策略？政策如何配

合？ 

工程會  

楊智斌 

楊智斌：宣示政府的企圖心與願景：政策白皮書。 

以最大的業主帶領技術的創新及落實。 

新北市政府 

黃毓舜 

黃毓舜：就政府的角色提供下列的建議： (1) 政府是業主：公共

工程導入 AEC4.0的執行契約。(2) 政府是管理者：建立共享資料

的基礎資料，延伸到大的提供者。 

台賓科技  

許坤榮 

（略） 

臺北國際聯

合建築事務

所 張國章 

產官學合作，學者進入產界實際合作累積經驗在協助官界制訂政

策。 

戴育澤建築

事務所戴育

澤 

現在建築相關產業分屬內政、經濟等不同部會，因此有必要成立跨

部會機構或由國發會組成產、官、學界小組——分策略面及執行面

來推動。 

邁爾工程顧

問公司 

劉火炎：公司：3D BIM設計、施工與維運應各自有發展，設計與空

間檢討為主、施工端、CSD/SEM為維運以資訊搜集為主。 

學校：目前僅有建築或土木系採用 BIM教學，機電科系待加強。 

政府：各階段 BIM發展程度，從基設、細設、施工、營運制定不同

BIM之需求。 

瑞助營造  

黃隆茂 

政府應加速 BIM標準、規範制定工作，讓產業的 BIM 作業有所依

循，政策的大方向市政府應讓產業清楚的方向。 

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  

陳建忠 

（略） 

內政部建築

研究所 

劉青峰 

戰略→要賺誰的錢？要賺多少錢？ 

機關如何以採購的方式合法的方式加入 BIM、審議、未來門檻、交

通部。 

國際化，市場萎縮。 

  

 

6 專家以標籤提出之策略方案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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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智斌教授 BIM 4D、BIM 推動平台、金賀獎、BIM 參考作業手冊（採

購）、BIM 建構教育、BIM 政策白皮書、IPD、工程會拓點計

畫、人才培育、BIM使用者需求、BIM產業白皮書、BIM定義目

標 

黃毓舜股長 BIM Code Checking 法規檢查、建築審查機制管理、BIM 專業服

務 

許坤榮建築師 BIM SOP 建立、BIM 技術管理、BIM 想像不同 

張國章建築師 住宅履歷情報、生產履歷、住宅延長壽命節能減碳、開放規範 

戴育澤建築師 參數化設計、ISO、建築知識管理體系、EIP(PDCA)、學習型組

織、Swiss Catelogue 之 BIM 建材 

黃隆茂協理 施工管理、設施管理平台、物業管理、長照、智慧建築、

BIM+ERP、LOD500、VR+AR、Big Data 基礎設施 

劉火炎總經理 施工圖 BIM、業主需求、設施管理軟體、BMS 中央監控、工業

4.0 BIM 平台、雲端 IOT(私有雲) 

王榮吉總幹事 水泥、磁磚整合及認證、創新產業 

陳建忠 組長 

劉青峰研究員 

BIM 產業、what is BIM？、BIM Guide、營運環境數位化、BIM 

open 元件指南、採購法、CoBie 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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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BIM 雲端作業流程架構圖 

將雲端工作模式補足目前設計與營建產業的圖說與營建工作時間效益，如下參考本研究所

分析歸納之使用架構流程： 

 

附錄圖 6-1BIM 雲端作業流程圖 

(本研究繪製) 

建築設計與施工

營建作業流程

設計規劃

營建施工規劃

營運管理

審查機制

資料庫整合

設計單位

設計資訊協同

設計接續施工規劃

營建雲端協同作業

營運管理雲端作業

審查雲端作業

雲端元件整合作業

資訊軟體公司

資訊協同整合開發

資料轉換雲端整合
工具

營建期程工具開發

營運管理平台開發

審查機製雲端開發

雲端元件整合工具

工程顧問公司

協同架構規劃

整合協同規劃

營建期程規劃

營運管理規劃

審查作業規劃

專案物件整合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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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期中審查意見綜合回應表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委託研究案 期中審查表 

計畫名稱 BIM 雲端作業之先導應用與 AEC 產業 4.0 升級策略

規劃研究 

執行期間 105 年 1 月 28 至 105年 12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 鄭教授泰昇  協同主持人 陳教授嘉懿 

委員名稱 審查意見 

台灣大學土木系 

謝教授尚賢 

應建立可行性分析之指標，以利可行性之評估。 

本計畫在 BIM 雲端作業之先導應用工作上，最重要

的應是對國內 AEC 產業進入雲端作業的機會與挑

戰，尤其是提出建議，目前尚未見到此部份之成

果，希望期末報告時能具體說明。 

本計畫最有價值的應是 AEC 產業升級策略規劃建議

書，期待期末報告中能有具體成果。 

應先定義清楚何謂「雲端作業或系統或平台」，應

具備哪些必要條件? 

黃建築師聖吉 AEC 策略規劃建議明述在於雲端部份，產、官、學

推動方向，尤以政府各部門可扮演推動或輔導的工

作重點為何? 

全國建築師公會 

許建築師坤榮 

本案是著重「策略規畫」或「雲端技術之建置」宜

確認。 

目前在「AEC產業 4.0升級」之策略規劃較為不足，

在理論、方法、操作上仍有改善空間。 

第五章第一節研究架構與第二節重點發展，二者關

係，在內容上似乎很難關聯在一起。建議寫作時前

後邏輯一致&相關聯。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侯委員雅壹 

本計畫雲端平台的定義宜更清楚。 

P.15 頁四項主軸中之 2.BIM 之是整合平台…，目的

是工程專案模擬，其目的與  “知識整合平台”的關

聯。 

P.19 BIM 雲端作業的潛力分析，建議考量建材公司/

設備材料商等相關產業角色。 

銘傳大學建築系 

施教授弘晉 

“目前臺灣尚處於 BIM轉型階段，僅有少數專業工作

者與雲端工作模式緊密運作，許多實務工作者還是

以公司內部主機運行，或是內部文件整合化進行建

築相關工作，多數以私有化雲端或是以傳統資料處

理方式進行(p.75、p.76)”除了技術層面的探討，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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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工作者的升級經驗，以及大多數實務工作者不

願意升級的原因，也非常值得關注與探討，這部份

的研究分析或將更直接有助於 AEC 產業 4.0 升級策

略規劃建議書的擬定。 

預期成果中有 “國內本土化 BIM 雲端作業之模擬示

範案例。” 但並未見於期中報告研究的後續發展

(p.77) 中。 建議說明目前初步的主要想法，如：模

擬示範的主要內容、案例選取原則等。 

陳委員松長 雲端作業由民間企業先發展，再由公部門做調查分

析，建議最後如何將技術整合及推動方式加以論

述。 

大陸工程公司  

江副理志雲 

雲端資料庫資安疑慮，會是推動的重點 (ex. 在中國

公有雲的產品基於資料庫不在中國，基於國家安

全，故禁止販售)，請考量。 

關於施工安全與衛生的雲端應用，建議加入此議題

以期降低職安風險。 

中國科技大學  

吳教授東昇 

策略規劃的進行初階段應一併考慮：由於目前雲端

組合的方式及使用規則多半由開發者訂定，多數雲

端組合僅是提供有限制的分享與協作的基本功能；

然而，藉由共同目標的社群串聯，進而提昇使用率

與社群規模之特質，才能有利於推動。 

雲端使用者的需求與雲端資料的加密與保密安全措

施是訂立 AEC產業升級策略首要解決之務。 

期中報告對 BIM 相關平台開發所隸屬的範圍與類型

定調，但對雲端建築知識平台相關之基礎資料如名

詞、元件、空間、法規、雲端平台交換檔案、雲端

模型協同格式、…，以及領域知識之內容與元件之

規格統整等應做較詳細之說明，因為，此先備條件

為推動成敗之關鍵，無法規避。 

黃委員隆茂 第 19 頁第 2 行 “建物基礎設施監、”應是某些字遺

漏。 

目前專家訪談對項多集中於學界及設計端，缺乏營

造及設備供應商、業主端訪談，然而對於 AEC 產

業，設計端佔總成本只有約 2%，比例過低，對於全

生命週期的重點是在營造與維護端，因此建議下一

階段納入營造及設備供應商訪談或座談對象。 

建研所工程組 

陳組長建忠 

雲端是用在 BIM 的哪些部分(功能)，如儲存? 運算? 

查詢? 展示?  

同前案 3。 

簡報展示的建國公司雲端 BIM 操作，已有應用軟體

似乎為成熟化之商品，由軟體商售出軟體給予使用

操作短期即可上手，但何以國內少聞如此操作，事

實如何? 個中問題何在? 

同前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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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回答 

有關定義的部份將會在期末報告的部份加強進行處理，並以更明確的方式說明 

有關策略的部份將會在第二階段進行研究，感覺各位委員提供許多參考資料與建

議，將會參考各位委員的建議，包括研究政府各部門可扮演推動或輔導的工作重

點，如何考量建材公司/設備材料商等相關產業角色，或是考量雲端資料庫資安疑慮

等相關問題，將會一併考量與整合，並再研究國際間的相關案例搭配本土專家的建

議與見解，進行更詳細的規劃策略發展 

有關於工地職業安全，營造生命週期等產業鍊的利基點，將會在後續研究瞭解雲端

在臺灣發展的真正機會，例如中國大陸的雲端發展雖然蓬勃，但是卻因為政府端封

鎖網路資料的限制，導致雲端化的資料並不易於國際化，正可能協助臺灣在雲端發

展推向國際化的契機 

目前為止，可以見到內政部與經濟部皆有進行推動的多項計劃，但是透過由下而上

的發展方式反而有可能可以透過中小企業研發的能量進行軟體服務與國際化的發

展，這些有關於雲端產業的未來契機也將在期末報告整合說明 

相關撰稿內容架構與文字錯誤將修正並加強內容的串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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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期末審查意見綜合回應表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委託研究案 期末審查綜合回應表 

計畫名稱 BIM 雲端作業之先導應用與 AEC 產業 4.0 升級策略

規劃研究 

執行期間 105 年 1 月 28 至 105年 12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 鄭教授泰昇  協同主持人 陳教授嘉懿 

委員名稱 審查意見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黃股長毓舜 

方向正確，政府推動之工業 4.0 應放入營建產業。 

參考英國 BIM+的網站，也有提到 IOT 作為 BIM 發

展的趨勢。 

本計畫結論方向正確，值得繼續研究下去。 

關於點雲操作的討論應比對 BIM 模型，朝營建生命

歷程的各階段進行。 

BIM 模型不用什麼資訊都做出來，應該是以 BIM 

Guide 的方式建置。 

對「預鑄」的概念較不明確，宜詳加說明。 

本案的雲端運算平台，可再補充如何進行雲端 4.0 的

發展 Roadmap。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許建築師坤榮 

Roadmap Workshop 的成果已經為臺灣 BIM 策略發展

邁出第一步。然對於之後要如何發展不夠清晰，投

資風險高。「產業經營面向」、「產品服務面

向」、「技術研發面向」在現況、短期、中期、長

期、願景之間的邏輯關係，細節仍待整理清楚。 

雲端案例在此計畫案中的定位不明確，宜說明清

楚。 

亞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BIM 管理及工程整合中心 

鄭經理光佑 

雲端的預設架構不完整時，很多人同時上傳很多東

西上去，很快就會一團亂，我們公司也有在使用雲

端資料庫系統，對資料管控的要求是很嚴謹的。 

點雲資料到底要花多少時間去 modify，才能得到可

以用的資料，宜詳加說明。 

中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土建設計部 

廖副總源輔 

Roadmap 研究報告中指出很重要的一點，缺工嚴

重，是現階段各部門與政府都應該思考的問題。 

本研究用雲端節和工業 4.0 的想法是正確的。 

建模時如要使用預鑄，流程管理與工法該如何調

整，請加以敘述。 

BIM 的建模者通常無法繼續留在營運維護管理階

段，如果一開始 BIM 建模者就提供了營運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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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統，到使用者進去後，有可能會不適用，該如

何調整防範這類問題？ 

營建署 無意見。 

王院長斌宏 點雲的資料量龐大、存取消耗許多資源，要如何應

用到雲端平台？ 

點雲的使用與校正費時，其使用的效益何在？到底

要用點雲檢查什麼？宜詳加說明。 

黃建築師聖吉 工業 4.0 之所以漏了營建產業，是因為產值不足。本

研究案應設法提出產值提高策略。 

淡江大學 

賴教授怡成 

BIM 資訊量日益龐大，資訊放入雲端後能夠快速處

理嗎？ 

Chunk Eastman 提出四點趨勢，是否能和營建產業做

出比較？其益處在哪裡？ 

能否提出用 BIM 與不用 BIM 的差異在哪裡？ 

瑞助營造 

黃協理隆茂 

Roadmap Workshop 的成員已具備 AEC產業代表性 

點雲在工程上使用費時費工，不甚實際，在驗收時

如果發現錯誤，難道要拆掉重做嗎？ 

對 AEC 產業的方向策略正確，與中國幾乎相同(如

IOT、智慧建築與大數據)。 

台灣建築中心 

李經理明澔 

無意見。 

建研所工程組 

陳組長建忠 

BIM 的發展策略正確，雲端平台所列的檢核項目，

是否真的在雲端作業？在計畫中雲端的地位不明

確。 

第六章寫得很好、很完整，但請將所需人力、經費

參考、執行單位、分析解說納入。 

第七章的點雲是否需雲端作業？與意見 1 同。 

內政部建研所 

鄭主任秘書元良 

營建自動化的翻譯不正確，宜再斟酌字眼 

建築產品的預鑄翻譯不正確，宜再斟酌字眼 

私有雲的應用不甚理想，應強化公有雲的發展面

向。 

臺北科技大學 

林教授祐正 

本研究對於國內 BIM 技術在雲端應用與發展相當有

幫助，研究成果顯著，值得鼓勵。 

期末報告中有許多圖過小或解析度過低不易閱讀(例

如圖 6-2、圖 6-5...等)，建議重新修正與調整。 

期末報告中 3-2節國際發展趨勢與現況內容偏少，目

前國外有許多相關文獻與研究成果值得參考，建議

補充說明。 

期末報告中 3-3 節僅探討中國 BIM 之策略，建議研

究團隊考慮補充其他國家 BIM 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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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回答 

 

本研究進行 Roadmapping Workshop 與實例實作的目的有二： 

拓展 BIM 應用從新建的建築物到整體的建築生命週期應用 

探索雲端服務所提供的新型態建築作業流程 

有關於 3D 掃描點雲技術的應用，主要在於四個不同的應用項目： 

人力無法測量或不方便到達的地方：例如街道或私人住宅 

複雜基地：例如新舊混合的建築群 

施工誤差：例如建築物完工後每層樓高度不同，需要精密的數據提供室內設計 

歷史保存：例如歷史建築或古蹟的掃描，作為文化資產保存 

BIM 的發展一直從技術的層次思考，目前臺灣 BIM 的發展已經成熟，必須從產業、

市場的角度，去思考本土的服務與產出，為了拓展 BIM 本土應用，應該跨大新建建

案的應用到建築生命週期，從智慧城市、舊建築再利用、設施管理、室內設計等，

擴展更多的市場產值。 

本研究 Roadmapping Workshop 的成果願景藍圖雖然豐碩，但是因為參與的包括建

築、營造、機電、政府人員需求各自不同，導致技術/產品/服務/產業之間的邏輯推

演關係不明確，未來建議可以由各公會進行策略路線規劃工作坊，再由內政部建研

所來整合不同的發展藍圖。 

預鑄在國內的發展有其限制，本研究的 Off-Site Prefabrication 指出未來因為缺工問題

嚴重，可以多利用模組化工廠製造組裝化的方式施工，符合工業 4.0 的概念，以減少

在工地勞工的需求，模組化的建築構建，可以用 BIM 元件來模擬其性能。 

關於雲端服務的範疇，很多討論集中在公有雲與私有雲的應用，大多數的公司、事

務所多不願意將機密的檔案上傳到公有雲，即使是完整使用 BIM 的公共工程，其資

訊也不會直接放在公有雲上，私有雲是為了將這些不希望全公開的資訊雲端化的權

宜方針，未來仍需要解決這個問題。 

關於將 BIM＋IOT 的產值量化，以增加政府對於 AEC 產業的重視，是一項很好的建

議，但是臺灣 AEC 的市場真的太小，即使要拼產值也難以與科技產業對抗，BIM 的

未來本土化發展，與臺灣的產業相同，需要發展的是小國的策略，朝向精緻化的方

向發展，才有產業的出路。 

專有名詞翻譯的部分容(例如：「建築自動化」、「預鑄」) 容易造成誤解，在結案

報告中會再一次修正。 

國際發展趨勢與現況的部分，將增加更多國外相關文獻與研究成果。 

期末報告中有許多圖過小或解析度過低不易閱讀，將重新修正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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