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主任秘書  李仲昀 

BIM技術應用與公共工程管理之整合實務 

淺談契約問題與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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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圖) 

土地權屬 

地形高程 

(橫斷面圖) 

「二維圖說」溝通與設計 

(縱斷面圖) 

工程整合需求 

 設計人員 
 審查人員 
 地方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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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T數位建築雜誌 

專家觀點 

桃園市副市長王明德 

業主需建立正確觀念，才能有

效落實BIM技術 

 分工細化的優勢在於品質與效率提升，缺點在於介

面同時也會增加。 

 若是介面增加所帶來的壞處，大於分工細化的好處

時，生產力就會下降，這就是臺灣現在的情況。 



BIM is an enabling technology 

引用來源:漢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eai.com.tw/ 



Enable to  communicate -政策和技術的溝通- 



跨域整合機制 

視覺化呈現設計空間 

資料回饋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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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ion in Evolution 

演化中有革新 



BIM應用的藍圖 

理想與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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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執行原則 
以功能導向探討契約原則與工作執行重點 



依管理目的選擇 



指：一個『產品』、一項『活動』、一套『系統』 

BIM如何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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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相應的組織、程序與方法 



初步設計 基本設計 細部設計 施工文件 施工階段 招標文件 

設
計
影
響
／
效
益 

時間／期程 

成本及效能之控制能力 1 

2 變更設計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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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傳統設計程序 

IPD（BIM）整合程序 

1 

2 

3 

4 

越發展，能力越下降 

越發展，成本越高 

較晚發展完整成果 

提前發展完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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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vs效益 



減少認知誤差、縮短檢討時間 

BIM模型為基礎的流程有如親臨
現場、達到有效溝通 

對於營建管理的優勢 



參 
實務應用 
以現階段傳統發包基礎探討模型應用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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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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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未來施工性問題 



引自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1011/965857/ 

程序 VS 實質 

設計品質管理 



以達成階段工作里程為前提，完成分階段工程設計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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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設計發展 設計品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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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永和運動中心設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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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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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永和運動中心設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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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運動中心 

案例、永和運動中心設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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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永和運動中心設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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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永和運動中心設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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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個是虛 
       哪一個是實 



【模型】和【模擬】的差異 



類 別 目  標 發 展 程 度 定 義 

D1 概念發展 
以符號或量體形式概略表達一模型元件所在之空間範圍或體積，可滿足

設計概念之示意需求。 

D2 配置規劃 
以簡略形體或通用元件搭配一模型元件之類型、主要尺寸、位置及座向

等資訊，可滿足量體規劃及空間配置之檢核。 

D3 設計檢核 
以可正確識別之類型、規格之模型元件，搭配精確之尺寸、位置及座向

等資訊，可表達應用該工項之設計內容。 

D4 量價分析 
以建模邏輯與選用方法（軟體功能），表達該工項元件個別分布與推估

總量之比例與邏輯，以呈現量化估算之成果，可作為契約計量之基準。 

設計應用類別 



素模 

空間 

動線 

量體 

配置 

基設模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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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空間量體與動線（攀岩場） 

 抱石場：高度4.5公尺，寬度至少30公尺。 

 速度、難度場：高度12公尺，寬度各約12公尺。 

 符合國際比賽場地標準。 

永和運動中心的攀岩場規劃需求 

參
考
國
際
比
賽
案
例
實
景 

 所在區位需考量彈性配置：比
賽區、裁判區、觀眾區、隔離
暖身區之可能性。 

 間接控制之高度及面積龐大，
影響建築結構方案。 

 地方團體關注重點，定案與否
影響後續發展。 

岩版設施雖非主體結構（屬附掛性質），因影響整體配置，
為基本設計發展重點項目，必須優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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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空間量體與動線（攀岩場） 

空間配置方案示意圖 



補充：3D模擬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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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空間量體與動線（攀岩場） 

3D模擬配置圖 

完工實景 

模擬視圖 



樹林國民運動中心 31 

案例二：空間面積與需求檢核 



模型空間屬性資料應用與需求面積報表產出 

需求面積審查 

案例二：空間面積與需求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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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設計 





(二)基設外觀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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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設計 



案例三：景觀模輔助民眾溝通 



汐止國民運動中心 

案例三：景觀模輔助民眾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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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毗鄰住戶提出有關景觀影響及視覺衝
突疑義，建立可視化3D模型與民眾溝通。 



樓層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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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設圖面產出 一、基本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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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向剖面 

短向剖面 

(三)基設圖面產出 一、基本設計 







BIM法規樣版(以REVIT說明) 

(四)建築執照申請及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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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細表資訊核對 

登入E-CHECKING
系統 

IFC檔案上傳 

檢測模型 

檢測結果 

檢測結束上傳 

線上檢核流程 

建照E-che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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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干涉分析 

設計圖

紙產出 

特殊 

工項數量計算 

設計成

果檢核 

二、細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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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應用項目 



建築模型 

景觀模型 

機電模型 

結構  teklaifcrvt 

建築＋裝修 

建築模型 

景觀模型 

機電模型 

結構  teklaifcrvt 

建築＋裝修 

建築模型 

景觀模型 

機電模型 

結構  teklaifcrvt 

建築＋裝修 

建築模型 

景觀模型 

機電模型 

結構  teklaifcrvt 

建築＋裝修 

建築模型 

景觀模型 

機電模型 

結構  teklaifcrvt 

建築＋裝修 結構框架 

結構板牆 

Tekla模型 

內裝修 

外裝修 

(二)細設模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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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細部設計 



B1F建築平面圖 1F結構平面圖 1F廁所詳圖 

BIM剖圖 BIM3D視圖 

雙層版空間不足，無法配置排水管線 

傳統圖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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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雙層版為隔絕廁所之排水管有滲漏影響地下一層高壓變電室 



案例一：建築裝修設計發展 

步驟一：發展可視化3D立體模型 

以3D立體模型為基礎，邀集各專業單位，
包括建築、結構、機電、空調及使用需求
者進行空間配置與活動動線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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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細化主要家具及設備配置與尺寸 

取決於使用者需求的櫥櫃設備，運用BIM輔助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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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建築裝修設計發展 



步驟三：手術室MOCK UP實體尺寸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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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建築裝修設計發展 



 細設模型(深化基設模型)≒施工模型 室內裝修 汐止綜合球場 

細設 



 細設模型(深化基設模型)≒施工模型 室內裝修 樹林游泳池 

細設 



樹林綜合球場 

細設 

 細設模型(深化基設模型)≒施工模型 室內裝修 



地下三層 

地上五層 主體建築 

板橋國民運動中心設計成果 

機電系統 

系統分類 色碼RGB 色票 

動力系統 50.125.200 

弱電系統 255.255.000 

消防系統 255.000.000 

給水系統 000.255.255 

排水系統 255.102.000 

空調系統 102.20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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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BIM管線設備昇位圖及平面圖 二、細部設計 



泡沫滅火設備、消防採水設備昇位圖 

泡沫滅火設備、消防採水設備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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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管線設備昇位圖及平面圖 



細設模型(深化設備管線模型)≒施工模型 

機電 

永和國民運動中心 

案例三、建築與管線設備整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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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機電界面（ SEM ）案例-游泳池管線 vs 1F大廳天花板 

2F游泳池 

1F大廳 

永和國民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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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建築與管線設備整合應用 



1F游泳池管線 

永和國民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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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建築與管線設備整合應用 



1F游泳池機房 

永和國民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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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建築與管線設備整合應用 



視覺模擬-游泳池機房 



成果： 
• 展現結構與設備結合的美 
• 維持空間高度 
• 維修容易 

永和國民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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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建築與管線設備整合應用 

手法：管線外露整齊排列+色彩計畫 

JUST DO IT… 



 建築工程：配置圖、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排水配置圖、天花板、門
窗詳圖、裝修表。 

 結構工程：結構詳圖。 

 設備工程：水、電、空調、消防、電信、機械、儀控等設備詳圖。 

一、細部設計應備圖文資料 
探討課題-以BIM成果取代細部設計圖說程度 

細部設計

圖量總張數 圖量張數 佔百分比
A0裝修表、

A7輕隔間平面圖、

A9地坪平面圖、

A11櫥櫃平面圖與明細表、

A13防撞設施平面圖

(詳下兩頁圖目錄之螢光標示)

2.結構 92張 0張 0%
3.機電 796張 0張 0%
4.空調 231張 0張 0%

專業分項
BIM產出

備註

1.建築 446張 136張 30%

二、前期BIM產製圖說概況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三重急重症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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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BIM圖說產出比例分析 二、細部設計 



送審張數 BIM張數 BIM比例 送審張數 BIM張數 BIM比例 送審張數 BIM張數 BIM比例

A0 15 6 40% 14 6 43% 14 6 43%

A1 16 13 81% 13 8 62% 8 5 63%

A2 35 35 100% 28 28 100% 24 24 100%

A3 4 4 100% 6 4 67% 4 4 100%

A4 51 24 47% 45 7 16% 33 9 27%

A5 24 12 50% 24 10 42% 12 4 33%

A6 27 11 41% 23 7 30% 23 6 26%

A7 15 6 40% 16 5 31% 13 6 46%

A8 20 11 55% 16 8 50% 17 6 35%

A9 16 10 63% 14 0 0% 17 0 0%

A10 16 11 69% 12 8 67% 11 5 45%

A11 30 0 0% 17 5 29% 15 3 20%

A12 44 0 0% 43 7 16%

建築小計 313 143 46% 228 96 42% 234 85 36%

L 31 29 94% 32 29 91% 30 25 83%

LS 1 0 0% 1 0 0%

LD 21 0 0% 19 0 0% 11 0 0%

景觀小計 52 29 56% 52 29 56% 42 25 60%

S0 1 0 0% 2 0 0% 2 0 0%

S1 46 0 0% 15 0 0% 15 0 0%

S2 17 0 0% 13 10 77% 9 7 78%

S3 7 0 0% 12 12 100% 18 18 100%

S4 35 0 0% 40 0 0%

S5 24 0 0% 2 0 0% 9 0 0%

S6 6 0 0% 4 0 0%

S7 27 0 0% 7 0 0% 4 0 0%

S8 2 0 0% 2 0 0% 2 0 0%

S9 3 0 0% 9 0 0% 9 0 0%

S11 1 0 0%

結構小計 127 0 0% 104 22 21% 112 25 22%

E0 2 0 0% 2 0 0% 2 0 0%

E1 15 0 0% 12 0 0% 12 0 0%

E2 27 22 81% 19 19 100% 14 14 100%

E3 2 0 0% 3 0 0% 4 1 25%

WE0 1 0 0% 2 0 0% 1 0 0%

WE1 2 0 0% 2 0 0% 2 0 0%

WE2 11 11 100% 9 9 100% 7 7 100%

BA0 2 0 0% 2 0 0% 2 0 0%

BA1 7 0 0% 6 0 0% 6 0 0%

BA2 11 0 0% 9 0 0% 7 7 100%

WP0 1 0 0% 2 0 0% 1 0 0%

WP1 3 0 0% 2 0 0% 3 0 0%

WP2 11 11 100% 9 9 100% 6 6 100%

WP3 3 0 0% 6 0 0% 3 0 0%

DP0 2 0 0% 2 0 0% 2 0 0%

DP1 2 0 0% 2 0 0% 1 0 0%

DP2 12 12 100% 10 10 100% 8 8 100%

DP3 3 0 0% 2 0 0% 2 0 0%

F0 4 0 0% 4 0 0% 16 7 44%

F1 5 0 0% 6 0 0%

F2 14 14 100% 11 11 100%

AC 51 23 45% 44 18 41% 35 18 51%

機電小計 191 93 49% 166 76 46% 134 68 51%

建築+景觀+結構 492 172 35% 384 147 38% 388 135 35%

機電 191 93 49% 166 76 46% 134 68 51%

總計 683 265 39% 550 223 41% 522 203 39%

永和運動中心 汐止運動中心 樹林運動中心
圖系列

現階段BIM圖紙化比例 

1.各系統 
建築：36-46% 
景觀：56-60% 
結構： 0-22% 
機電：46-49% 

2.大分類 
建築：35-38% 
機電：46-49% 

3.整體：39-41% 

永和、汐止及樹林國民運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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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圖說產出比例 

案例四、設計圖說細緻度發展 



項次 項目 單位 可參考 實際 說明 產出軟體 

一 建築工程         
(一) 基礎工程         

1 連續壁 M2   指完成範圍不含鋼筋、端版 revit 
2 安全支撐 式   結構設計，非施工規劃。 revit 
3 土方挖填方 M3   不計算鬆方、及實際開挖角度 revit 
4 安全監測設備 式   設備數量，不含監測間接費用 revit 

(二) 主體結構工程         
1 鋼筋 M3   不含工作筋、加筋、定尺規劃 Tekla程式化產出 
2 模板 M2   不扣除交接重疊、及開口邊緣 Tekla程式化產出 
3 混凝土(模板成型) M3   不扣除鋼筋、及內含設備及管線 Tekla程式化產出 
4 混凝土(鋼承版成型) M3     
4 鋼構 T 實際執行階段由「可參考」細化成「實際數量」 Tekla 

(三) 建築裝修工程         
1 外牆裝修工程-粉刷打底貼面材系統 M2   以設計外觀之表面積計算 revit 
2 外牆裝修工程-乾式板牆系統 M2   以設計外觀之表面積計算 revit 
3 外牆裝修工程-帷幕牆系統 M2   以設計外觀之表面積計算 revit 
4 隔間牆工程 M2 不扣除開口、樑板、地板高低差 revit 
5 門窗工程 樘   revit 
6 天花 M2 不扣除開口、造型天花平面計， revit 
7 地坪工程 M2 不計算高低差、設備傢俱安裝處 revit 

(四) 升降設備工程 座   revit 
(五) 泳池區設備工程 座 不含機電設備、及附屬設備 revit 
(六) 陸上運動區設施工程 座 單座設施 revit 
(七) 景觀工程     

1 喬木 棵   revit 
2 灌木、草坪 M2 不扣設備景觀設備及構造體 revit 
3 景觀設備、構造體 個、座   revit 
二 機電工程     
1 重要設備 個、座   revit 
2 管線(2"以上) m 未考量施工 revit 
三 空調工程     
1 重要設備 個、座   revit 
2 管線(2"以上) 座 未考量施工 rev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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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細部設計 (五) 數量應用發展 

計數 VS 計量 



產出、加工及數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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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筋邏輯 

案例六、鋼筋計量應用 



類 別 目  標 發 展 程 度 定 義 

D1 概念發展 
以符號或量體形式概略表達一模型元件所在之空間範圍或體積，可滿足

設計概念之示意需求。 

D2 配置規劃 
以簡略形體或通用元件搭配一模型元件之類型、主要尺寸、位置及座向

等資訊，可滿足量體規劃及空間配置之檢核。 

D3 設計檢核 
以可正確識別之類型、規格之模型元件，搭配精確之尺寸、位置及座向

等資訊，可表達應用該工項之設計內容。 

D4 量價分析 
以建模邏輯與選用方法（軟體功能），表達該工項元件個別分布與推估

總量之比例與邏輯，以呈現量化估算之成果，可作為契約計量之基準。 



施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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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數量 單價 小計 

角材 15 x 32 x 
1850 

8 43 344 

角材 8 x 25 x 
1850 

5 20 100 

角材 5 x 9 x 
2400 

1 10 10 

30MM 雙軸四
腳盤輪 

1 59 59 

總計 513 

施工材料 案例、木作爆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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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廠商 

鋼筋 

混凝土 

帷幕 

隔間… 

業   主 

監造單位 

外部關係內部化 

67 



圖說/規範/明細表 

施工性檢核 

施工圖 施工計畫 

材料送審 

驗廠 廠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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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電) 



構
件
詳
圖 



數
量
檢
核 



機
具
、
物
料
動
員 


假
設
工
程 


時
程
規
劃 



工
廠
登
記 



生
產
設
備 


物
料
管
理 



材
料
抽
驗(

配
比
、
鋼
筋) 



生
產
查
驗(

模
厚
、
銲
道) 

計畫管理核心 



材料 施工圖 

施工 

計畫 
抽查驗 

品質管理的核心作業 



類別 目標 發展程度定義 

C1 施工計畫 

依分項施工品質管理之目的及效果，以3D模型產製施工管理有關之檔案、

截圖、動畫或資訊等，呈現施工之界面（衝突）檢討、工項配置及工序

排程等合理化過程，並納入該分施工計畫送審管制，輔助提昇該分項作

業之審查效率與管理品質。 

C2 施工底圖 

依分項施工品質管理之目的及效果，以3D模型產製施工管理有關之檔案、

截圖、動畫或資訊等，呈現施工部位之準確表達、具體要求等施工控制

條件，並納入該分項施工圖送審管制，輔助提昇該分項作業之審查效率

與管理品質。 

C3 物料管制 

依分項施工材料生產與計量管理之目的及效果，以3D模型產製材料管理

有關之檔案、截圖、動畫、表單或資訊等，呈現建模邏輯之材料相對數

量、構件、視圖或清單等，並納入該分項材料送審管制，輔助提昇該分

項材料之生產管制與計量效率。 

C4 工程查驗 

視分項作業之施工品質管理目的及效果，以3D產製施工管理有關之檔案、

截圖、動畫或資訊等，呈現構成元件的配置效果，具空間尺度之相對關

係並納入品質抽查驗作業，輔助提昇分項施工品質管理效率與品質。 

施工應用類別 



設計圖說 

依設計圖說建置之模型 

運用模型產製施工圖，協助現場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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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施工底圖繪製 



磅單640.447噸，差異為1.651噸，數量誤差皆在0.25%以內 
72 

案例二：鋼構施工圖（加工及數量） 



入口廣場V型柱_基礎錨定、加工、焊接及吊裝精準度要求高。 

挑戰 
性 

V型柱施工吊裝 

 

 

錨定端高程與一層
裝修完成面檢討 

 

 

V型柱錨定端與柱筋接頭
BIM TAKLA模擬            
減少重置成本 

 

 

案例三：界面施工性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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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 



斜向帷幕牆_共有9種TYPE及11種尺寸， 
    角度丈量需分割精準，以縮短備料期程 

斜面金屬遮陽板 

 

 

帷幕玻璃 

 

 

挑戰 
性 

帷幕斜角玻璃裁切
角度控制於5’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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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施工材料與計畫管理 

新五泰國民運動中心 



案例五：鋼筋施工圖（現地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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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4D工進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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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將設備吊高至2F 

STEP2：戰車輪安裝並固定在設備上 STEP3：將設備推拉至定位 

播放板運動線模擬 

案例七、設備進場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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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與現場施工核對(施工自主檢查) 

辦公室 辦公室 現場 

BIM人員 工程師(多人操作) 工程師 

雲端儲存、運算 

Ａutodesk 360GLUE 

瀏覽查詢註解 
操作界面簡單 
檔案相容性−建模軟體同一廠商格式瀏覽軟體 
PC、NB、PAD可操作 
雲端運算儲存 

PC、NB PC、NB iPAD 

提供3D模型 
獲得專業知識 
回饋正確模型 取得3D模型 

回饋專業知識 

自主檢查 
回饋現場資料 

案例八：雲端瀏覽、查詢、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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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界面研商會議 桌機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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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八：雲端瀏覽、查詢、檢核 



現場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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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九：施工成果驗證 



類別 目標 發展程度定義 

C1 施工計畫 

依分項施工品質管理之目的及效果，以3D模型產製施工管理有關之檔案、

截圖、動畫或資訊等，呈現施工之界面（衝突）檢討、工項配置及工序

排程等合理化過程，並納入該分施工計畫送審管制，輔助提昇該分項作

業之審查效率與管理品質。 

C2 施工底圖 

依分項施工品質管理之目的及效果，以3D模型產製施工管理有關之檔案、

截圖、動畫或資訊等，呈現施工部位之準確表達、具體要求等施工控制

條件，並納入該分項施工圖送審管制，輔助提昇該分項作業之審查效率

與管理品質。 

C3 物料管制 

依分項施工材料生產與計量管理之目的及效果，以3D模型產製材料管理

有關之檔案、截圖、動畫、表單或資訊等，呈現建模邏輯之材料相對數

量、構件、視圖或清單等，並納入該分項材料送審管制，輔助提昇該分

項材料之生產管制與計量效率。 

C4 工程查驗 

視分項作業之施工品質管理目的及效果，以3D產製施工管理有關之檔案、

截圖、動畫或資訊等，呈現構成元件的配置效果，具空間尺度之相對關

係並納入品質抽查驗作業，輔助提昇分項施工品質管理效率與品質。 



引自 : Prof. Nashwan Dawoof 

英國的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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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
漸進 



引自 : Prof. Nashwan Daw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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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階段目標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建模的過程與效果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資訊的內容和品質 

Building Information Managemant 

資訊的管理與應用 

 管理應用的層次 



The National BIM Standard-United States®   V3  (NBIMS-US™ 2015年7月22日)  

規劃 

100 

200 

100 

200 

100 

設計 

200 

200 

300 

300 

100 

施工 

400 

200 

300 

400 

300 

營運 

500 

300 

500 

300 

300 

LOD 
溝通語言 

工程各細項 
於各階段發 
展的資訊程 
度不盡相同 

引自：臺大土木工程資訊管理與模擬研究中心 

模型細緻度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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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原則 



元件深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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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執行原則 



模型資訊隨工程里程發展逐步深化 

基本設計階段 

竣工階段 以附加資料方式補充元件深化 

87 

(二)元件資訊累積 四、竣工交付 



作業模式 

運作 

資料 

系統 

界面 

四、竣工交付 (一)資訊及營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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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營運雛型系統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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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累積相關外部檔案 

資料 文件 資訊 



 提供建築物內勞務與服務，以延續建築物
壽命與使用的基本需求外，更應藉由營運
管理增加收入，以提升不動產與土地的價
值。 

物業（營運）管理 

 物業管理是與建築物使用有關的管理服
務，目的在於使建築物使用者享用安全、
健康、舒適、清潔、環保、便利及良好
生活機能的生活空間。 

 服務項目包括： 

• 警衛保全 

• 行政秘書 

• 清潔勞務 

• 設備設施類如電力、空調、升降機、
給排水、安全系統等維護、修理、
保養等三大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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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模式 

運作 

資料 

系統 

界面 

(四)管理標的及方法的辨識 四、竣工交付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7%AF%89%E7%89%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D%E5%8B%95%E7%94%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3%B9%E5%80%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3%B9%E5%80%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E%A1%E7%90%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5%8A%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9%BA%E8%AA%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87%E9%99%8D%E6%A9%9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E%89%E5%85%A8%E7%B3%BB%E7%B5%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6%AD%E8%AD%B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F%AE%E7%90%8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F%9D%E9%A4%8A&action=edit&redlink=1


CMMS 

Computerise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ystem 

CMS 

Central Monitoring System  

3DDS 

3D Display System  

3D Model / IFC DATA 

monitoring system 

Fire Fighting System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Electrical System 

Water supply system 

…. 

Equipment  

Information Data 

Maintenance 

Management Data 

3D Based Facility Management 

Gateway User Interface 

Equipment Object Code 

(GUID)   

Modbus Communications 

Protocol 

3D Display Syetem  

Platform 

maintenance 

Management Platform 

Smart Building 

Platform 

Data Link Code 
Performance  

Report 
Equipment 

Control 

3D Object 

Allocation 
Object  

Property 

COBIEs 

G
a
te

w
a

y
 U

s
e
r In

te
rfa

c
e
 



類 別 目  標 發 展 程 度 定 義 

M1 資訊交付 

以「元件深化表」呈現之視圖效果與資訊表列，建置交付模型圖資（圖

形與資料），內容分以「元件構成視圖」之空間相對配置效果；與「附

加資訊及檔案」之正確與完整性為基礎。「元件構成視圖」用以表達個

別元件與工程量體的配置效果；「附加資訊及檔案」部分，內容需與工

程使用、安裝之產品規格、廠商、型錄及手冊等一致。 

M2 管理模式 

以整合智慧建築的維運為基礎，維持建築物智慧化功能正常運作的可靠

性、異常及故障排除的及時性、服務品質的穏定性及資訊彙整的正確性，

擬定有組織、有計劃、有制度及有效能的設施設備的維運管理原則，以

作為管理系統發展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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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整合發展 
因應工程管理需求擴大廣義BIM使用範疇 



二、整合優勢 

3D 

量體 

位向
關係 地形

高程 

道路
型式 

道路
縱坡 

車道
寬度 

排水
設計 

土方
挖填 

地下
管線 

土地
權屬 

 直覺式溝通 
 連動修正 
 提高精度 
 延續利用 

發
展
階
段 

著重發展重點 
修正難
易度 

規
劃
階
段 

依地形高程、地質條件、交通需求、土
地權屬、周邊地物進行量體需求規劃 
•土方平衡     
•道路縱坡與寬度需求 
•道路結構型式(路堤、路塹或橋梁) 
•排水流向與水保方式 
•降低私有土地取得 
•地下管線(共同管道) 

易 

基
設
階
段 

依量體需求規劃發展結構斷面尺寸 
•車道斷面配置 
•排水斷面 
•擋土牆型式 
•照明計畫 
•景觀計畫 

中 

細
設
階
段 

依結構斷面尺寸研擬施工作業規範 
•細部詳圖 
•應力計算 
•施工規範 
•數量計算 
•發包價金計算 

難 

95 



Infraworks Civil 3D 

案例一：可視化地形+地景+工程量體模型 

設計縱坡 設計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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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UAV+PHOTOMESH + 工程量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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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65增設浮洲上下匝道可行性研究計畫 

台65 

浮洲合宜住宅 

十河局 

宮廟 

土
城 
機
廠 

樹林進入北上匝道動線，研擬地區道路動線優化 



第十河川局 

新興橋 浮洲橋 

改善後動線直截便利，樹林地區直接通往新闢匝道 

新增號
誌管控 

新增號
誌管控 

新增號
誌管控 







自行車道改道

工區

第一階段1-1項：自行車道改道

工期(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第一階段1-1項：自行車道改道 

下層道路拓寬填築
(半半施工) 下游側新橋施工

工區 工區

第一階段1-2~ 1-3項：施築改道便道(下層道路拓寬)

工期(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第一階段1-2~1-3項：施築改道便道 

                                          (下層道路拓寬) 

 西側交通動線維持不變 

中山路上下匝道封閉， 
柑城橋改道完工後新橋 

 第二階段 2-1項：拆除舊橋橋
台、降挖路堤、施作A2橋台 

工區

工區

上游側P 3橋墩施工

第二階段2-2項：施築上游側P3橋墩

工期(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環河道路下層便道微調

 第二階段2-2項：施築上游側P3橋    車輛改道行駛下游側已完工新橋  第三階段：施築新橋上游側邊
跨、交維便橋改道 

     第四階段：完工通車 

橋梁細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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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工程量體深化及分階計畫 



四、延伸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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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值化地形 



(二)廊道模型 



(三)地下管線模型 



(四)土方運算邏輯 



(五)收方測量 



(六)竣工修正 



案例四：階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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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BIM與GIS整合應用 



六、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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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CIM+GIS+FM+IOT+AI+…= Smart City 



伍 
結論建議 
因應個案特性建立符合管理的契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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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公路總局招商簡報 

淡江大橋 



導入工程資訊模型應用之契約原則 契約原則 
•契約有關資訊模型使用範疇與有效性準。 

•資訊模型應用之契約給付原則與條件 

•資訊模型成果交付涉及之智慧財產權規定 

建立工程資訊模型應用之作業條款 作業條款 
•分析現階段運用資訊模型之可行範疇及執行成果 

•遭遇困難或缺失及解決或改善對策 

•按規劃、基本設計、細部設計、施工管理至竣工等階段之工程資訊模型契約指引，包括：
應用說明、作業條款與案例 

以工程作業要項分工流程評估運用目標及範疇 分工研析 
•擇定工程主要作業，例如：鋼構、鋼筋、模板、混凝土、設備管線及外牆帷幕等，按設計
至施工之分工流程，評估運用BIM的目標及範疇、執行作業流程、權責劃分、相對應之交付
成果內容，建立指引條款應用案例，並探討提昇採購效能之責任分工與對價關係 

後續推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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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發展 

配置規劃 

設計檢核 量價分析 

施工計畫 

施工底圖 

物料管制 工程查驗 

資訊交付 

管理模式 

發展程度定義 模型共通性建置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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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施工；      竣工 



類別 分項名稱 查驗程序 完備條件 

D1 概念發展 

納入工作會議審議，併契約階
段成果審查程序提報。 

工作會議或階段成果審查同意後，提交定
稿文件(檔案、截圖及報告書等)，完成分
項作業。 

D2 配置規劃 

D3 設計檢核 

D4 量價分析 

C1 施工計畫 
納入施工計畫送審管制，併施
工計畫審查程序提報。 

依品質管理原則由監造單位審理後，提報
機關核備，或依契約分層授權規定辦理。 

C2 施工底圖 
納入施工圖送審管制，併施工
圖審查程序提報。 

C3 物料管制 
納入材料送審管制，併材料審
查程序提報。 

C4 工程查驗 
納入施工查驗辦理，併查驗紀
錄文件造冊列管。 

依品質管理原則由監造單位辦理二級查驗
管理，相關文件依品管原則留存，納入契
約估驗計價及驗收文件提交管理。 

M1 資訊交付 
依階段提送計畫提報或完工後
一次提報。 

依契約或工作執行計畫載列，交付相關之
檔案、截圖及報告書等，經監造單位審查
後，送交機關核備。 

M2 管理模式 
納入工作會議審議，併契約階
段成果審查程序提報。 

工作會議或階段成果審查同意後，提交定
稿文件(檔案、截圖及報告書等)，完成分
項作業。 



地形 地景 模型 

DEM 
城鄉測量 

正射影像 
BIM MAP 

BIM 
(Civil 3D 

+Infraworks) 

TYPE I 

導線測量 
控制點位 

UAV攝影 + 
PHOTOMESH 

3D GIS 
(TerraExploer) 

TYPE II 

點雲產製DEM 
或高解析DEM 

點雲產製影像 
3D GIS 

(TerraExploer) 
TYPE III 

+ + 

+ + 

+ + 

+ + 

=
 

→
 

→
 

≈
 

=
 

土木工程應用 可視化地形+地景+工程量體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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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Delivery Manual for Structural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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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推動方向 

Model View Definition, MVD, defines a 

subset of the IFC schema, that is needed 

to satisfy one or many Exchange 

Requirements of the AEC industry. 

The method used and propagated by 

buildingSMART to define such 

Exchange Requirements is 

the Information Delivery Manual, IDM 

(also ISO 29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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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 

攜手BIM進，共創新局 

人本 樂活 

愉快 
美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