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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民國81年11月16日修正前之律師法第3條第1項增訂經律

師考試及格者，原則上須經職前訓練合格始得充律師，律師

職前訓練初由法務部委任司法官學院之前身司法官訓練所辦

理，繼委託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辦理。109年1月15
日修正律師法第4條第1項將律師職前訓練修正改由全國律師

聯合會辦理，另於第22條第1項及第2項增訂律師執行職務期

間，每年應依參加由全國律師聯合會或地方律師公會辦理之

在職進修。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未雨綢繆，於民國108年
10月16日即成立「律師學院」，並設置「不動產法律」、

「家事法律」、「勞動法律」、「營建及工程法律」、「金

融證券法律」、「稅務法律」、「醫療法律」及「智慧財產

法律」等專業學程委員會，委員由具有各該專業領域相關科

目特殊專長之審、檢、辯、產、官、學各界菁英組成，建立

完整、專業之律師職前培訓及在職進修制度，強化律師專業

知能，以達成律師法第1條第1項所定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

義及促進民主法治之使命。 

「律師學院」為深耕目前營建工程實務法律問題、討論

立法政策、作為律師學院之後相關課程補充教材及精進律師

的專業學能，乃由「營建及工程法律專業學程委員會」召集

人林家祺教授擔任召集人兼主編，邀請營建管理、採購法制

及工程契約專業領域之學者專家，包括朝陽科技大學營建工

程學系教授余文德、國防大學法律研究所助理教授王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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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大學政治法律學系教授廖義銘、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

教授姚志明、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吳光明、政治大學法律

學系副教授顏玉明、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徐名駒及執業律

師凃榆政、黃聖棻、羅明通、李奇隆、葉人中，分別撰寫

「國內工程導入建築資訊模型（BIM）指南標準與新型態爭

議問題」、「工程最有利標評選關鍵點控制與爭議之分

析」、「政府採購法2019年修法之評析──以申訴門檻、決

標方式、停權之修正為中心」、「政府採購停權處分期滿後

續效應之適法性探討」、「興利除弊兼備之合作性採購」、

「一般情事變更原則在我國實務20年來之發展」、「誠實信

用原則在工程契約條款之適用」、「司法實務之工程鑑定解

析」及「法院在工程爭議仲裁中角色之探討」等9篇深入淺

出之專文，不僅可作為律師學院職前培訓及在職進修相關課

程之補充教材，以精進律師的專業學能，亦可作為所有法律

人研究及處理相關議題之參考，並足供適用政府採購法之機

關、法人或團體辦理採購相關業務與主管機關及立法院修法

之參考。 

長期從事法律工作，並有幸參與律師法研究修正及律師

職前培訓之相關業務，欣見律師法全盤修正公布，律師職前

培訓與在職進修等制度即將大幅變革之際，中華民國律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出版此內容豐富、理論與實務兼顧之專書，

特別具有意義，律師制度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更臻完善指日

可待，爰樂為之序。 

                        司法院大法官 

              吳陳鐶謹識 

                            1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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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自民國108年10月16日本會律師學院正式揭牌迄今，已

一年有餘。在這一年之中，雖然遭逢疫情之侵擾，但律師學

院和各地的律師公會仍一同舉辦了十四場在職進修課程、七

個不同專業領域的帶狀課程，及分別在北區、中區、南區和

臺北醫學大學、中國醫藥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合作開設醫療

學分班。為了因應防疫措施，本會律師學院亦隨即設立線上

學習平台，使律師們可以隨時隨地的充實自己，免去舟車勞

頓，並同時達成課程數位化的目標。 

《當代營建工程暨法律》是本會律師學院的第二本專

書，在此之前，本會已經於今（109）年6月13日出版《醫療

與法律案例研究》。律師學院下設八大專業學程，而今已經

有兩大專業學程推出專書，可見參與學習之律師均自課程中

獲益良多，方能產出如此質量俱佳的作品，期待日後各大專

業學程均能擁有各自的專書，進而能集結成套，成為法律人

必備之經典書籍。 

營建工程之糾紛多半訴訟標的價額甚高、審理期間也

久，對當事人之影響不可謂不大，而訴訟資料則有眾多非律

師專業之圖說設計、施工說明書及工程材料等等，是相對不

好入門的法律領域，也是律師們必須耗費大量的耐心才能釐

清案情的訴訟種類，故本會律師學院開設之營建工程帶狀課

程，皆獲得律師的熱烈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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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此書的發行，希望能夠引起律師們對工程訴訟的興

趣並得以踏入工程訴訟之領域，且促進營建業與法律界之對

話，使不同專業領域之人才能夠相互理解與溝通，加速、妥

善糾紛解決之餘，更期盼能減少紛爭的產生。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109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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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當代營建工程暨法律》是結合國內十三位學有專精之

學者專家共同合作撰寫之著作。十三位作者各有專長，包含

有營建管理、政府採購、法政策學及工程契約等不同領域之

佼佼者。針對目前營建工程之實務法律問題，書中不僅探究

分析其問題之原因，並且深入檢討，進而提出解決之道。不

但可作為律師學院相關課程之參考教材，更是精進律師專業

能力，提升自我的一本好書。 

本書是由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林瑞成律師發行，

並由林家祺律師擔任召集人及主編，林律師不僅在工程法律

層面有甚多實務經驗，並且熱心公益，同時於本校法學院兼

任教職，學養甚佳，針對跨領域之法律問題更有其獨到之

處。未來法律實務問題將越來越走向整合，即以本書所提及

之營建工程問題而言，雖然看似無法律問題，但若不瞭解營

建工程，亦無著力之處。 

本書集結十三位作者共同之努力，完成之著作甚為難

得，期待本書不僅能提供律師專業上之參考，亦可成為營建

工程實務面之重要指導手冊。 

 

                        東吳大學校長 

              潘維大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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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近20年來，司法實務工作者面臨越來越多專業領域的挑
戰，以法律專業背景的法官、檢察官、律師而言，經手承辦

的案件形形色色，學識再怎麼優秀，都很難兼及千變萬化的

各種專業案件的知識門檻，尤其是法律人在大學階段幾乎接

觸不到的工程相關專業知識。法務部因此設置了檢察事務

官，其中並包含營繕工程組的檢察事務官來補強檢察官在其

他專業領域知識的不足，對於有關營繕工程案件的偵辦，營

繕工程組的檢察事務官就可以給予檢察官在專業上極大的 
助力。 

但工程案件對執法人員的挑戰，不只在工程技術知識

面，更多的是公共工程採購衍生的弊案，沒有工程採購經驗

及相關程序知識的檢察官及檢察事務官一樣面對專業不足的

窘境，許多負責工程採購的公務員或因擔心涉訟而保守怕

事；或因利用法令漏洞及程序巧門而官商勾結，都造成政府

公共工程標案紛爭不斷、工程品質堪憂等問題。在具體的訴

訟案件中，作為當事人辯護人或代理人的律師，如果也沒有

工程及採購的專業知識，自然無法在法庭作有效的攻防，維

護當事人的權益。因此，不論是法官、檢察官，都已開始朝

向專業分工，設立專庭、專組發展，某些專業案件，法官、

檢察官也必須取得一定的專業證照才能成為該專庭或專股的

法官、檢察官。目前法務部與司法官學院更透過公共工程委

員會的協助，合作開設政府採購證照班，培訓政府採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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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檢察官，就是因應此一趨勢採取的措施。律師作為法庭

三角的支柱之一，自然也無法自外於專業化的發展，而需要

更多專業領域的律師來參與專業訴訟。 

全國律師聯合會律師學院李慶松院長察覺此一專業發展

的趨勢，不但在今年（2020）6月設置了「律師學院線上學
習平台」，提供包括營建工程在內的八大領域在職進修課程

供律師學習；如今又積極彙編出版《當代營建工程暨法律》

一書，希冀深耕目前營建工程的實務法律問題，作為律師學

院研討相關議題的補充教材，持續朝精進執業律師專業技能

的方向努力，這與目前司法官學院努力的方向不謀而合，相

信也是新律師法第22條所明定核發律師專業領域進修證明想
達成的目標。個人非常欣見律師學院對律師專業化所做的努

力，也相信提供更多專業學習資源給在職律師絕對有助於律

師專業化目標的達成，這本《當代營建工程暨法律》專書就

是律師們在處理工程相關案件非常有用的參考書籍，希望律

師學院能持續出版不綴，嘉惠更多律師，也砥礪法官、檢察

官們更加精進專業。 

 

                      司法官學院院長 

                

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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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營建工程領域內涵廣泛，涉及廠商投標、規劃設計、工

程執行、監造管理、設計變更、完工驗收等，而施工的標的

從高樓大廈之起造到民眾家中之漏水維修等，均需要營建工

程各項專業人員之參與。然而，當營建工程發生糾紛時，往

往因為履約期間長、涉及爭議事件之人員眾多、法律關係複

雜、糾紛事實難辨等因素，而造成訴訟耗時甚久。作為協助

解決紛爭的律師，除了應純熟掌握不斷更新的法律知識外，

更應該瞭解營建工程領域的基礎知識，始能達到與當事人有

效溝通、實質辯論、專業調查、為當事人主張權利之效能。 

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律師法，其中第22條更訂有專業
領域進修之相關規定，「營建及工程法律」即為律師法第22
條所規定之專業領域之一。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律

師學院的營建及工程法律專業學程委員會，係由對營建及工

程學有專精之實務界以及學界專家組成，該委員會為律師學

院量身設計營建工程法律的帶狀課程，以充實律師學員對於

施工實務、營運現場之瞭解，幫助律師在紛雜的糾紛中，整

理出案件脈絡以及法律爭點，形成法律問題，有效運用專業

鑑定機關，正確解讀鑑定報告，協助法官發現真實，進行審

理。營建及工程法律專業學程委員會已完成109年度之全國
巡迴系列講座，並於授課過程中蒐集講師以及上課律師學員

的建議，以作為未來律師學院規劃、舉辦營建工程法律帶狀

課程的參考依據。另外，營建及工程法律專業學程委員會亦

製作了七門數位課程放置於律師學院學習平台上，使全國律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446



 

 

師上課得不受時間、場地、距離、交通的限制，便利知識傳

播，以提升律師執業能力。 

本書係由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律師學院的營建

及工程法律專業學程委員會的委員撰寫而成。本書分為「營

建管理」、「採購法制」、「工程契約」三個篇章，就相關

重要之工程法律爭議進行探討，內容包含：新興之建築資訊

模型（BIM）技術，用於改進營建工程進度、成本、品質
時，所產生的法律爭議、政府採購法之修法評析、停權處分

期滿所生後續效應侵害之適法性、合作性採購之探討、情勢

變更原則以及誠實信用原則於工程案件司法實務之運用、工

程鑑定以及法院於工程爭議仲裁之角色等，其內容掌握現今

工程實作脈動，深入剖析司法實務見解，是結合營建工程與

法律兩個專業領域的上乘佳作。 

「當代營建工程暨法律」，係律師學院於108年10月16
日揭牌運作以來的第二本專書，期盼未來能有更多律師同道

投入跨領域在職進修，並就所學心得結合實務經驗撰寫成

冊，使律師學院的各項叢書，成為律師間以及與其他領域專

家探討交流、知識傳承的珍貴資料。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律師學院院長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446



 

 

主編序 

營建工程法律一向是律師界執業重要之領域，律師學院

為加強服務律師界能有實用之營建工程類專書，在李慶松院

長、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林理事長瑞成、律師學院     

洪執行長明儒之共同規劃下，乃有本書之出版。 

本書作者群除專業律師外，尚邀請諸多法學暨營建管理

學術界知名教授、專家、檢察官共同撰寫本書，領域含括營

建管理、採購法制、工程合約等多元面向，為律師界、工程

界及學術界提供了優質之進修用書。律師學院「營建及工程

法律委員會」在2020年舉辦了工程法律之全國巡迴系列講

座，在北、中、南、東之系列講座均獲得律師界之熱烈迴

響，也讓本人更加瞭解律師界就工程法之專業進修需求之重

要性，未來營建工程正式學分班將陸續開班，並常態化持續

化充實律師之執業學能，本書內容理論與實務兼具，未來除

作為律師學院營建工程法律之補充教材外，亦將為本人於律

師職前訓練所及東吳大學法律碩士班、真理大學法律碩士班

之授課補充教材。本書僅是律師學院營建工程類系列專書之

第一本，未來將持續推出律師學院之營建工程系列專書。 

值此出版之際，感謝長期支持本人法學研究之司法院 

吳大法官陳鐶，以及東吳大學潘校長維大之鼓勵，並蒙兩位

司法界與學界之前輩為本書撰寫推薦序。此外，司法官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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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工程導入建築資訊模型

（BIM）指南標準與 
新型態爭議問題 

余文德* 

摘  要  

目前世界各國政府無不大力推行建築資訊模型（BIM）
技術，以改進營建工程建造過程之進度、成本、品質等綜合

目標。有鑑於此，我國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亦自2015年開始研
擬相關應用標準，並於2016年完成「台灣BIM指南」（TW 
BIM Guide）及其相關執行要項文件。此一指南文件之完
成，除了提供工程界應用BIM技術之參考標準外，也使台灣
擠身世界BIM應用領先國家之林。然而由於產業界對於BIM
技術尚不完全熟悉，導致目前BIM技術在工程應用上產生新
型態之爭議。本文旨在介紹BIM技術、台灣BIM指南標準，
以及目前產業界應用台灣BIM指南之問題及相關爭議之發生 

 
 
 

                                                        
* 朝陽科技大學助理副校長兼國際長、營建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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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代營建工程暨法律 

 

原因，並探討相關爭議預防與解決之道；希望能提供工程法

律從業人員瞭解此一新興技術，並為未來可能面臨之大量

BIM專案爭議處理案件預作準備。 
 

關鍵詞：建築工程、建築資訊模型、BIM指南標準、爭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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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工程導入建築資訊模型（BIM）指南標準與新型態爭議問題 5 

 

壹、BIM技術發展簡介 

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是一種資訊技

術，它可以用來作為「建築物實體與功能特性的數位表達形

式，並提供建築物全生命週期所需的可靠資訊」1；而建築資訊

建模（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則是「建構與應用建

築資訊模型的過程」2。目前產業界常以BIM簡稱上述兩種定

義，並以BIM資訊於工程專案之應用過程為BIM技術之主要內

涵。所謂BIM技術，可以用「連結資料庫的物件導向參數式建

模工具」來簡要說明。從概念上而言，BIM就是在實體建築物

施作前，先在電腦平台上進行虛擬建造，以便能模擬分析建造

過程及建造完成以後的各項營建相關問題，並期能在問題發生

之前加以解決。這種工具及流程的使用，將可使設計做得更

好、施工更順利；在BIM資訊模型建成後又可將建物的資訊轉

移至建物維護管理階段使用，以提升營建產業之效率，對長久

以來營建產業能源消耗與資源浪費等問題，將有明顯的改善效

果。簡而言之，BIM技術就是結合建築物的圖形及資料庫兩種

資訊，應用於工程專案之「三度空間立體模型呈現」（稱為

「 3D BIM 」 ） 、 「 應 用 3D 模 型 於 排 程 」 （ 稱 為 「 4D 
BIM」）、「應用3D模型於成本估算」（稱為「5D BIM」）、

「Green BIM （生命週期分析）」（稱為「6D BIM」）等等。 

                                                        
1  美國國家 BIM標準（ The National BIM Standard-United States®, 

NBIMS-US™），https://www.nationalbimstandard.org/。 
2  McGraw-Hill Construction,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Transform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to Achieve Greater Industry 
Productivity”, SmartMarket Report, 2008.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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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之發展歷史可追溯自1960年代的電腦繪圖技術；到

1973年「3D實體建模（Solid modeling）」提出，是BIM技術的

雛型；早在1985年左右，世界上第一個BIM電腦軟體便已問

世，但在1990年初期電腦繪圖技術（Computer Aided Drawing, 
CAD）逐漸成熟後，BIM技術之發展反而停滯不前。究其原

因，主要是營建工程專案的獨特性，導致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與

精力所完成之BIM模型僅能應用一次；不如汽車、航空等製造

業透過大量生產，可將BIM之經濟效益發揮到極致。 
大約2000年左右，美國建築電腦繪圖大廠Autodesk®公司

（即繪圖軟體AutoCAD®之供應商）併購了一家以機械參數建

模為專業之軟體公司—Revit®，並且正式將工程電腦參數建模

技術定名為BIM。從此以後，BIM技術便在美洲（美、加）、

歐洲（北歐與英國）、亞洲（日、韓、新加坡、中國大陸、台

灣及香港）及世界各國如火如荼地推展開來。台灣雖然早在高

鐵建設初期（約1998年），即開始有營造廠商引入Bentley的

Workstation BIM軟體於部分高鐵車站之設計作業；然而真正導

入BIM的時間，應該是2008年Autodesk®公司邀請國內產官學研

各界在台北召開BIM應用研討會才開始。2010年起內政部營建

署、台北市政府捷運局、新北市政府便開始將BIM技術應用於

其所主辦之公共工程計畫當中。在2016年以後，台北市、桃園

市、台中市之社會住宅，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之國民運動

中心，以及各市政府之捷運工程與高鐵之車站站體工程皆已應

用BIM技術。目前國內金額5,000萬以上之公共工程，大多已經

導入不同程度之BIM技術。未來BIM技術將成為國內工程界的

共同語言，所有參與工程建設之規劃、設計、施工，乃至於諮

詢顧問與爭議處理等專業人員，都應該熟悉此一共同語言。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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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BIM之應用成本與效益 

經過長期的產業應用實證結果發現，透過BIM整合協作，

可大幅提高建築工程專案生命週期各階段之執行效率，包括3： 
‧規劃階段──容易比較方案、提升建築方案效能、促進團隊

合作； 
‧設計階段──視覺化設計、變更自動化（自動參數調整）、

設計審查自動化、即時估價、綠色設計、促進跨專業設計； 
‧施工階段──預鑄／製自動化、變更自動化、漏項及設計錯

誤檢查、4D施工規劃、5D估價及採購自動化； 
‧運營階段──設施測試與資訊移交、提升設施管理績效。 

依據McGraw-Hill Construction 2009年之調查發現4，65%之

BIM使用者認為BIM的主要優勢在於減少施工衝突、促進溝

通；其餘優點包括：3D模型改善專案團隊間之溝通效率、減少

釋疑（Request for Information, RFI）及現場介面協調問題、增

進個人生產力、增加預鑄工作之可能、有助於市場行銷、縮短

專案交付時程、降低（介面處理）成本、改善安衛問題及改善

建築物之永續性。而BIM應用的主要獲益者為業主及施工廠

商，其投資報酬率（Return on Investment, ROI）超過20%；相

對 的 建 築 師 與 工 程 顧 問 之 ROI則 約 為 5% 5。 應 用 BIM會 增 加

                                                        
3  Eastman, C., Paul T., Rafael S., Kathleen L., BIM Handbook: A Guide to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for Owners, Managers, Designers, 
Engineers and Contractors, 2nd edition, John Wiley & Sons, Inc., 2011. 

4  McGraw-Hill Construction, “THE BUSINESS VALUE OF BIM—
Gett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to the Bottom Line”, 
SmartMarket Report, 2009. 

5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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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之概念與初步設計時程，但可以減少約20%之細部設計時

程 、 約 25% 之 施 工 時 程 ， 並 降 低 約 25% 的 文 件 往 返 成 本 6 。

Becerik-Gerber和Rice7之調查顯示，大多數受訪者（55%）表示

BIM應用降低了專案成本，58%的受訪者發現整體專案工期 

減少，尤其在細部設計、發包及施工階段之工期效益尤其明

顯。 
在 成 本 支 出 與 效 益 方 面 ， 依 據 McGraw-Hill Construction 

2009年之訪談資料8，大多數受訪者認為在軟體、軟體升級、硬

體 、 硬 體 維 護 及 人 員 培 訓 方 面 ， 成 本 花 費 占 總 淨 收 入 （ net 
revenue）之0.5%以下；其中，39%受訪者表示花費最多部分是

硬體成本增加（0.5%-1.49%），34%受訪者則表示花費最多部

分應為軟體。此外，Olatunji9研究顯示，公司實施BIM以軟體成

本 約 占 總 實 施 成 本 的 55% 最 高 ； 硬 體 成 本 約 為 軟 體 成 本 的

40%，即約占總實施成本的22%；而人員培訓成本約為軟體成

本的33%，即約占總實施成本的18%；服務、招聘和應急費用

                                                        
6  McGraw-Hill Construction, “THE BUSINESS VALUE OF BIM—

Gett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to the Bottom Line”, 
SmartMarket Report, 2009. 

7  Becerik-Gerber, B. & Rice, S., “The Perceived Value of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in the U.S. Building Industry,”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onstruction, 15, 185-201, 2010. 

8  McGraw-Hill Construction, “THE BUSINESS VALUE OF BIM—
Gett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to the Bottom Line”, 
SmartMarket Report, 2009. 

9  Olatunji, O. A., “Modelling the Costs of Corporate Implementation of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Journal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Property and Construction, 16(3), 211-23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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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占總實施成本的5%。另外，Patil and Nalawade10以實施BIM
與未實施BIM兩個公共住宅專案進行案例研究，用於分析BIM
對專案成本的影響；結果發現實施BIM使設計階段的投入增加

了 45.93% ， 但 在 施 工 階 段 ， 每 單 位 面 積 建 築 成 本 降 低 了

8.61%；從整體來看，BIM實施為專案節省了大約6.92%的成

本。 
為了加速推動國內公共工程應用BIM技術，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於2017年，委託學術單位編擬「機關辦理公共工程導

入建築資訊建模技術作業參考手冊」11；其中，有關設計與施

工階段應用BIM技術之費用編列，建議分別以工程經費的0.4%-
0.5%作為參考基準，此為台灣政府部門首次針對BIM費用預算

之建議文獻。從上述文獻歸納，一般工程專案計畫導入BIM應

用之成本大約為計畫經費之1%，其中，設計階段（含初步設計

及細部設計）與施工階段（含土建承包商與機電承包商）所需

經費大約各占一半。12 

參、早期國內工程應用BIM之爭議問題 

在BIM技術導入國內之初期（2008-2014），由於缺乏具一

套公信力的執行應用標準，加上多數業主與廠商對於BIM技術

                                                        
10  Patil, N. B. & Nalawade, S. S.,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A 

Perspective and Cost Effectiven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cent 
Advances in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5(2), 24-26, 2017. 

11  楊智斌、徐景文、周宏宇，「公共工程執行導入BIM技術作業手冊介
紹」，土木水利，第44卷，第4期，頁18-25，2017。 

12  陳建忠、余文德、邱垂德、鄭紹材、賴朝俊，「台灣BIM指南之研
擬」，土木水利，第44卷，第4期，頁1-1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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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熟悉，導致許多執行面之問題。陳建忠等人 13彙整了早期

BIM應專案所遭遇之問題，共六類，歸納列表如表1所示，包

括：一、BIM目標及應用；二、BIM模型元件細度；三、權責

分工及溝通協調；四、各階段交付成果；五、BIM智財產權；

及六、BIM服務費用。 

表1 國內執行BIM專案所遭遇之問題及其導致之爭議14 

No. 類 型 問題描述 導致之爭議 

1 

BIM 
目標及

應用

BIM工作契約內容如何之

訂定，才能滿足業主計畫

推動目標？
15 

業主之BIM應用目的不明

確 ， 於 發 包 階 段 難 以 明

訂 資 訊 需 求 ， 於 成 果 交

付 與 驗 收 階 段 常 產 生 爭

議。 
審 計 單 位 對 於 標 準 指 南

之 錯 誤 認 知 ， 套 用 指 南

為驗收標準，導致BIM執

行單位之困擾。 

2 

初步導入BIM的過程，容

易把應用範疇侷限在模型

展示功能，陷入模型元件

精緻度的迷思。
16 

3 

因為BIM目標不明確，契

約雖要求交付BIM模型，

但未針對其內涵及資訊應

用需求進行規範，使業主

收到模型後無法應用。
17 

                                                        
13  陳建忠、余文德、邱垂德、鄭紹材、賴朝俊，「台灣BIM指南之研
擬」，土木水利，第44卷，第4期，頁1-13，2017。 

14  同前註。 
15  李仲昀、詹榮鋒、鄔豪中，「工程管理部門面對BIM潮流的思維與挑
戰」，攜手BIM進共創新局建構新北3D雲端智慧城研討會論文集，
頁37-48，2014。 

16  同前註。 
17  劉德廣，國際BIM指南導入國內營建業之探討──以新加坡BIM指南
為例，中華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新竹市，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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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類 型 問題描述 導致之爭議 

4 
業主任意增加BIM工作內

容 ， 導 致 執 行 單 位 增 加

BIM工作成本。
18 

5 
BIM 
模型

元件

細度

契約建模準則直接引用美

國 AIA之 模 型 發 展 細 緻 度

（LOD），作為整個建築

資訊模型的發展程度，誤

解所有元件均需達到某等

級LOD標準，並未對建築

設計及施工特性需求，發

展 成 實 際 之 需 要 進 行 規

範。
19 

國 內 營 建 產 業 缺 乏 資 訊

標 準 ， 若 毫 無 篩 選 地 全

部引用AIA之LOD標準，

常 造 成 產 業 配 合 困 難 ，

造 成 不 必 要 之 成 本 浪

費。 
因為缺乏BIM模型元件細

度 標 準 ， 設 備 製 造 商 無

可 遵 循 之 標 準 ， 而 導 致 
BIM 技 術 推 廣 與 發 展 不

易。 
設 計 者 與 施 工 者 間 之 資

訊交換混亂，BIM效益難

以發揮。 

6 

對於模型元件於各階段需

建置那些參數資訊內容並

無參考標準，導致各專案

參與者間無法正確傳遞資

訊。
20 

7 
權責分

工及溝

通協調

BIM模型委由專業單位單

獨 建 模 （ 即 所 謂 「 後

BIM」），未與設計整合

協同作業，使得BIM模型

並 未 完 全 反 映 設 計 之 意

圖。
21 

早期對於專案各階段BIM
工 作 之 負 責 單 位 未 有 明

確 定 義 ， 導 致 專 案 各 參

與 方 間 的 資 訊 交 換 混

亂 ； 資 訊 上 游 參 與 方 未

能 完 整 建 置 並 正 確 維 護 

                                                        
18  同前註。 
19  林文超、喻台生，「工程發包之BIM契約條款訂定研析」，攜手BIM
進共創新局建構新北3D雲端智慧城研討會論文集，頁194-216，
2014。 

20  劉德廣，國際BIM指南導入國內營建業之探討──以新加坡BIM指南
為例，中華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新竹市，2015年7月。 

21  林文超、喻台生，「工程發包之BIM契約條款訂定研析」，攜手BIM
進共創新局建構新北3D雲端智慧城研討會論文集，頁194-216，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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