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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BIM這個動名詞在國內建築領域，已漸為大家所關心、探知

或使用，在此我們不論這個動名詞由誰所提出的意識形態喜好或論辯，

BIM應是建築領域或產業一個流程上的重大改變；在這個時間點，BIM猶

如20年前(約1990年代)針筆、工程筆轉化至電腦繪圖(如AutoCAD)的重大

里程轉變；但這次的轉變，其內容及型態上並不若前述的僅僅繪圖工具簡

單的改變；筆者認為20年前的改變，僅是工具上的改變，在繪圖上，只是

將手繪的動作改變為滑鼠或數位板操作繪製，但仍然是線條的組合，其優

點倒是有了複製等的功能來加快繪製的速度及節省時間，也讓圖面產出的

品質能有穩定的表現；在這樣的演變，嚴格說只能稱『電腦繪圖』，尚稱

不上『電腦輔助設計』。然而這次BIM的演進，一樣會是像20年前一樣有

著里程碑的意義，但它的內容及含義，卻是一個「體」的改變，而不僅是

一個繪圖動作「點」的轉變；因此它會有著一個稍微高的學習或導入位階

(門檻)，預估將會形成BIM與非BIM兩個明顯技術或產業差異的族群好一

段時間，而不若20年前在國內如AutoCAD等的繪圖電腦化，在短短幾年時

間內就能達到普及性的轉化，更甚者有可能就一直維持如類似「精密機

械」(自動化流程、設計製造相連，類比如BIM)及「傳統機械加工」(多以

單點單程序加工，精度較低，類比如非BIM)這樣不同層次的族群存在。

那BIM到底是甚麼？從字義上來說，筆者認為「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這三個英文字的中文翻譯是「建築(物)資訊‧模型化」，國內

有翻譯成「建築資訊模型」，但『模型』這兩個字似乎無法讓人感受這

『Modeling』中『ing』一個動態、持續性或進行式的含義，也因此另有人

翻譯以「建築資訊建模」來強調『Modeling』『建模』的意義，以避免讓

人誤會BIM「建築資訊模型」只是一個3D模型的結果；而對於「建築資

訊建模」一詞，筆者亦因考量『建模』這兩個字會讓人誤解BIM只是一個

建模的層次，因此筆者試著將BIM中文翻譯為「建築資訊模型化」，來闡

釋BIM是一個流程，是一個建築資訊動態轉『化』或細『化』的行為或過

程。簡言之，BIM「建築資訊模型化」是將建築資訊、參數、時間等資料

納入3D模型元件內，讓每個模型的組成元件都能夠攜帶相關資訊，而這

建築3D化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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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及資訊是可以在評估、規劃、設計、估算、

監造、竣工、維管、整修及拆除與新增改修建的

建築物生命週期中，在「同一個」模型中不斷地

被細化、調整與加入訊息，它不僅解決了過去電

腦繪圖平、立、剖、透圖一致性的問題與風險，

也使得整個建築流程能有累積與避免重複性的浪

費；像這樣的設計、施作與使用維護流程，其實

在我們其它生活日用品的產業，如電子、機械、

汽車及航太等等的領域，皆已是使用如此概念或

工具在進行設計及發展；相對其它工業產業，反

觀建築業，過去至今似乎大多仍停留在石器時代

一般，在流程上鮮有連貫及累積性，常會因設計

的改變而一再重複3D建模以進行擬真的表現，而

設計圖與3D模型的製作各使用不同的系統製作，

要維護其一致性實屬不易，對於發包圖說的平、

立、剖等圖面一致性與完整度更是備受挑戰，最

後竣工圖的繪製與確認，更是為一般人視之為苦

差事，而這竣工圖對於後來的建物使用與維護管

理上，因整修等行為使建築物改變，原竣工圖的

重要性亦將隨時間日益下降。而目前正在發展的

BIM，可以說是建築領域一個類似「工業革命」的

重大轉變，它確保我們本應做到的一致性，降低

營建的風險，節省以往無累積性的時間與人力浪

費，讓建築各階段的活動、行為有效率與有意義

的延續接力發展，這是過去以來大家所孰悉習慣

的單「點」作業方式或工具所難以比擬的。

接著在介紹目前BIM的實務應用與發展的內

容之前，對於BIM技術目前發展的現況，需先做個

說明，讓大家先有個務實的觀念，不要無限上綱

的認為「目前」BIM發展的程度是何等神通廣大，

有了它就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就能自動做設計或

繪圖施工圖；BIM的技術目前正處於啟蒙發展的

階段，並未完全成熟到穩定不可調整或程序標準

化不可變的狀態，而且筆者也不認為未來的發展

與創新會有盡頭的一天；建築產業因有異質性與

生命週期長的特質，不若工業產品那樣容易替換

或由誰能主導整個世界市場而制定共通的標準，

所以目前BIM尚無法由單一軟體或平台能完全解決

整個建築生命週期所有的流程(當然這是我們一直

期待它能有此的發展)，其過程中的軟體與平台仍

可由執行者依其建築類型發揮創意或其掌握的經

驗、know how來進行程序上的規範或調整，但BIM

的觀念或精神並沒有不一樣。

在進行BIM之初，首先對於資訊或細節層次

的溝通，有一個專詞必須知道，即是LOD，Level 

of Detail 或Level of Development的縮寫，這兩種說

法都有人在用，其要表達的意義差不多；目前主

要區分如下表所示及說明的LOD100、LOD200、

LOD300、LOD400及LOD500五個階段，是一個

用來溝通發展深度的概述用語，而其間隔100的定

義，或也保留了未來發展與定義的彈性或可能。

在BIM的過程中，一個案子的評估或爭取階

段，我們常需要進行快速的評估或簡易的規劃，

此時即可利用BIM的平台快速以LOD100的模型進

行坪效分析及量體發想，並允許在此階段設定基

地經緯位置與建築類型資訊，並創建周邊既有環

境量體模型，進行相關物環及綠建築項目分析，

這些分析資訊都能以圖像或動態的形式展現，讓

業主或設計者更有感知地進行合理的成本概算、

配置及策略決定；後續LOD200規劃(schematic 

圖1  BIM模式與傳統模式的作業流程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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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SD) 的進行，繼續在BIM平台同一個模型

中發展，量體模型轉化為建築各類構造元件，而

其它協同的專業領域，如結構、機電、帷幕系統

等，亦在同一個模型中進行審視與調整，提早提

出設計規範或需求，以使細設發展時能對這些限

制預作考量，同時隨時以3D模型的呈現讓業主或

團隊等協同作業人員，清楚的進行溝通。

接著建築設計行為或深或淺的會開始滲透發

展至LOD300(design development，DD)的細部設計

發展階段，模型中各類構件繼續細化賦予尺寸及

材料等資訊，並隨時可佈圖以因應建管程序及發

包圖說，而其所有各類平、立、剖、透之圖說因

皆對應至同一個模型，因此沒有不一致的問題；

在佈圖完成後，若有設計變動，只要直接於模型

中調整完成，所有圖面皆會自動立即調整完成，

因此對於設計變動的承受度亦大幅提升，只要預

留檢核及出圖的時間，理應設計可以做到所預留

LOD 100 200 300 400 500

階段 評估 規劃 (SD) 設計 (DD) 施工 (CD) 竣工

模型內容

位置、建築類型、

量體 (容積 )、面積
(建蔽 )等概算

空間機能區分、法規

等限制條件與策略

規範的確認

建蔽、容積、元件尺

寸、色彩計畫、各構

造表現與介面的確定

施作圖 (Shop 
drawing)、採購、製
造、組裝及施作

完工，相關構件

或產品資訊納入

模型

表1  LOD定義

圖2  BIM模型資訊化歷程

LOD100以進行預算、坪效及物環分析 LOD300資訊細化模型

出圖時間前的那一刻。同時結構、機電及估算亦

可在這模型的基礎下，不用花時間另外鍵圖或整

圖，直接進行設計、標註及估算設定，建置在同

一個平台與模型之中，對於物件的干涉與衝突都

能立即檢核出來，這在機電的管線配置上非常重

要，傳統平面套圖的方式，皆只能看到一堆單線

管線疊套的關係，對於管線空間轉換的想像，非

得倚賴資深人員不可，而利用BIM的系統，這類的

問題就可以以視覺化直覺的方式，讓各領域的設

計專業很容易的檢核出干涉或不適合的構件配置

關係。另者，估算對於設計的時間限制，亦能為

之脫開，傳統的作業模式，必須空留估算作業所

需的時間，因此設計及圖面完成皆須於估算作業

開始前完成，但這是不容易的，通常在交給估算

人員作業時，設計還在進行，圖面還在調整，此

時估算作業的數量或項目有非常大的可能和最後

的設計與圖面不同。對於BIM的估算，它與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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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預告

放眼於全球性城市文化覺醒的趨勢及臺灣都

市建設的升級與轉型之需求日見殷切的今日，臺灣

的城市已從過去以都市化區域的擴張與滿足城市機

能之基礎建設的擘建的開發階段，大步跨入因環境

意識抬頭及對優質生活環境的追求而推展出以思考

城市永續經營與發展的整體策略性佈局之營造與治

理的全新階段。掌握著城市空間及地景樣貌的塑造

與控制的空間專業，正經歷著從量的滿足到質的追

景觀建築教育現場與
實務趨勢的對話與反思 文／謝銘峯

求，以及從政策導向到城市戰略思維等關鍵性轉

變所帶來的衝擊，實務界與教育界都無可迴避地

參與在這一場城市空間文化本質性演化的歷程之

中，各自摸索著如何與時代性變遷緊密對話的對

策與步伐。

 從臺灣的教育現場觀之，在短短二三十年

的發展過程中，景觀專業經歷了從「環境保護」

及「園藝」與「造園」的農學領域時期(1980~)，

估算作業最大差異是數量計算的結果是不包含損

耗，因此BIM的估算並不能完全取代估算師，因為

它仍需估算師對單價進行合理的加權，以因應損

耗的需求與地點或規模不同的差異；是以，對於

發包予營造廠承攬時，也需要告知其此為BIM的數

量計算結果，其估價時須自行將加權納入單價之

成本中，而有別於過去估價時損耗納入數量的習

慣。至此，當完成估算設定時，該BIM的模型就由

3D的層次提升至4D的層次。

當工程完成發包施作時，營造廠接續該BIM模

型進行LOD400 (construction detailing，CD)細化工

作，直覺式的審視4D模型，除讓自身更加了解該

建築的狀況外，對於其和協力分包廠商的溝通上

亦是有重大的幫助，並可在此4D模型上切出所需

的圖面，進行施作圖(shop drawing)的繪製與審核，

若能搭配BIM平台模型元件進行工程進度的設定，

該BIM的架構將提升至5D的層次。只要營造廠於

施工中持續進行BIM模型的維護、現場一致性的

調整與採購廠牌等資訊細化的鍵入，就可在竣工

時，使這BIM模型完成至LOD500的階段；竣工圖

圖3  BIM延伸效益：物理環境動態分析

結構模型建置 

圖4  BIM結構與機電等系統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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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出不再是一個惱人的苦差事，如果BIM模型

於施工中有確實的維護，照理說，竣工的隔天應

該就可以產出竣工圖面，這在效率及正確度的提

升，是過去傳統方式所無法相比的。

最後於完工後，建物的使用與維護，就可以

在該BIM的模型，設立階段性時間點繼續增加資

訊，或搭配平板等友善的人機介面來進行維護管

理，這樣BIM的程序將可以跟著這建築物永續的發

展，這對建築物物業管理領域也將形成一個里程

碑的轉變。

綜上，BIM的趨勢，已改變建築領域單點、不

易累積與溝通的作業模式，它是一個體與延續性

的系統及流程；它因可以在各階段提供即時性量

化的分析數據，使得業主及各參與的專業，能隨

時進行評估與方向修正，並避開不一致所造成的

損失，其效益非傳統作業模式所能比擬，同時該

BIM所建立的模型，其價值與貢獻能力實非現行向

量線條圖檔形式所及。因此這一波BIM，建築資訊

模型化的趨勢，將會隨著IT產業的發展，改變建

築規劃、設計、施工與維管的生態與作業模式。

逐漸過渡到建置於藝術學院的「景觀設計」及隸

屬於工學院的「景觀建築」的傾設計領域時期

(1989~1992)，進而發展出今日遊走在建築、造

園、都市設計與規劃等既存專業領域之間的多種

學門體系的「景觀學」、「景觀設計」、「景觀

建築學」、「景觀與建築學」、「景觀與都市設

計」、「園藝暨景觀學」、「都市計畫與景觀

學」為名的校系機構，形成了今日領域定位曖昧

不明的局面。反之，在實務界中的景觀設計專

業，似乎歷來也一直存在著將景觀設計附屬於建

築設計及都市規劃專業之下的附帶性專業服務的

模糊認知。這樣的現象，直到晚近因諸多都市景

觀強度較高的空間營建個案的實踐，從公部門到

建築師及私人業主才逐漸重視景觀設計專業的特

殊性及應被認知為另一門特設計專業的必要性，

但反觀教育現場，這樣的認知顯然依然存在著十

分多元分化的局面。

鑒於景觀專業在教育現場及實務演進趨勢之

間存在已久的認知與人才供需間的落差，臺灣建

築學會擬於第75期會刊中規劃以「景觀建築教育

現場與實務趨勢的對話與反思」為題的專刊中，

邀請臺灣各大學院校景觀設計規劃專業相關學系

(所)及實務界的專業者共同參與對話，藉以探討及

省察「景觀建築」在臺灣發展至今歷經的課題，

共思如何共同因應未來的變局與挑戰。 

圖5  BIM人機介面互動或維管

機電系統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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