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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論文經由專家訪談及針對營造廠商、建築師事務所、工程顧問公司、建設公司、室內裝修等工程行業，實施問卷調查，調查內容為BIM技術與傳統估價數量計算及其效能差異性分析總有效樣本數為55份。

 本論文應用BIM與傳統估價執行工程數量估算上效能之實務性問卷調查，使用的研究工具為SPSS軟體來做統計分析，以加權平均值圖表做趨勢探討比較，應用BIM及傳統估算於工程估價上的不同工程種類（建築工程、工業廠房、土木工程、水利工程、軌道工程)及不同工程規模（1000萬以下、1000-5000萬、5000萬-2億、2億以上)其準確度、花費成本、花費時間、整體效益之差異性。

 研究結果得知，工程種類及工程規模會影響到BIM與傳統估價的使用性。傳統估價有其優勢，但卻無法取代BIM之優勢。由於工程需求不同，專業分工細緻，僅BIM軟體無法呈現出效益，需要其他專業軟體之結合搭配及協同作業，才能相得益彰。
	摘要(英)	This paper through the expert interview and to create manufacturers, architects, construction companies, construction companies, interior decoration and other engineering industr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survey content is BIM technology and the traditional valuation quantity calcul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difference analysis total effective sample number is 55.

In this paper, BIM and the traditional valu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actical survey, the use of research tools for SPSS software to do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trend of weighted average chart, Application of BIM and traditional estimation of different engineering types in engineering valuation(construction, industrial workshop, civil engineering, hydraulic engineering, track engineering) And the scale of different projects (ten million or less, ten million-fifty million, fifty million-two hundred million, more than two hundred million) The accuracy, cost, time,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overall benefit.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type of project and the scale of the project will affect the use of BIM and traditional valuation. Traditional valuation has its advantages, but it can not replace the advantages of BIM. Due to the different needs of the project, the profess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s detailed, and only the BIM software can not show the benefit. The combination of other professional software and collaborative work, in order to complement each other.
	關鍵字(中)	
      	  ★ 建築資訊模型
★ 工程估價
★ 數量計算	關鍵字(英)	
      	  ★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 Engineering evaluation
★ Quantity calculation
	論文目次	摘要    I

ABSTRACT    II

誌謝    III

目錄    IV

圖目錄    V

表目錄    VI

第一章 緒論    1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1

1-2 研究目的    2

1-3 研究範圍與限制    2

1-4研究方法    3

1-5研究流程    3

1-6論文章節架構    5

第二章 文獻回顧    6

2-1工程估價數量計算    6

2-2工程估價數量計算之相關文獻    12

2-3建築資訊模型    18

2-5小結    30

第三章 應用BIM與傳統估價執行工程數量估算效益之問卷調查    32

3-1問卷設計    32

3-2問卷發放與回收    33

3-3問卷結果初步整理    34

第四章 應用BIM與傳統估價之比較分析探討    55

4-1精確度比較    55

4-2成本比較    57

4-3時間比較    60

4-4整體效益比較    63

4-5小結    65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68

5-1結論    68

5-2建議    71

參考文獻    72

應用建築資訊模型與傳統估價工程數量計算比較之問卷調查    75
	參考文獻	一、書籍

〔1〕    李健雄，建築估價（工程數量計算編），詹氏書局，2004。

〔2〕    胡維哲，最新營建工程估價及工料分析，教育之友文化有限公司，2011。

二、中文期刊報章論文

〔3〕    楊秉蒼，「建築工程概算估價程序建構之探討（上）｣，現代營建，第354期，P52-61，2009。

〔4〕    郭榮欽、謝尚賢，「BIM概觀與國內推行策略｣，土木水利，第37卷，第5期，2010。

〔5〕    劉青峰，「BIM技術開發與推廣應用規劃概況｣，建築研究簡訊，第77期，2012。

〔6〕    許德安、蔡定智、高文煌，｢BIM運用於臺北捷運之探討｣，捷運技術半年刊，第47期，P159-166，2012。

三、英文期刊報章論文

〔7〕    James D. Goedert, "Integrating Construction Process Documentation into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Volume 134, Issue 7, 2008, p509-516.

〔8〕    Rafael Sacks, "The Rosewood experiment -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and interoperability for architectural precast facades", Automation in Construction, Volume 19, Issue 4, 2009, p419-432.

〔9〕    Arno Schlueter,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based energy/energy performance assessment in early design stages", Automation in Construction, Volume 18, Issue 2009, p153-163.

四、學位論文

〔10〕    余家祥，「以案例式推理建構建築工程成本估算系統」，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論文，2001。

〔11〕    謝文山，「演化式建築工程成本概算模式之研究」，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碩士論文，2002。

〔12〕    傅嘉偉，「網路智慧型代理人應用於營建道路工程估價之研究」，中華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13〕    楊志偉，「英國工程估價制度與導入之研究」，中央大學營建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14〕    鍾建華，「透天住宅成本估算模式之研究」，中央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論文，2010。

〔15〕黃士種，「建築資訊模型之應用研究﹣以埔里工務段辦公大樓新建工程為例｣，中華大學營建管理所，碩士論文，2010。

〔16〕邱顯砚，「建築資訊模型應用於施工作業檢討﹣以蘇樂橋吊裝作業為例｣，中華大學土木與工程資訊學系，碩士論文，2010。

〔17〕陳建佑，「建築資訊模型（BIM）於工程數量計算差異之研究–以建築工程鋼筋作業項目為例｣，中央大學營建管理所，碩士論文，2010。

〔18〕黃俊翰，｢透天建築工程數量計算之案例探討｣，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論文，2010。

〔19〕陳景田，「由建築資訊模型提取鋼筋混凝土工程數量之應用實證｣，中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碩士論文，2011。

〔20〕傅貽明，「由建築資訊模型輸出裝修工程數量之應用實證｣，中華大學土木工程，碩士論文，2011。

〔21〕簡士凱，「使用BIM建立建築物設施管理系統｣，中華大學營建管理系，碩士論文，2011。

〔22〕蔣玉國，「建設公司在設計階段導入BIM的效益實證｣，中華大學營建管理系，碩士論文，2012。

〔23〕郭宇芬，「以BIM模型資訊在設計階段估算建築工程成本之實證研究｣，中華大學營建管理系，碩士論文，2012。 

〔24〕黃懷德，「應用BIM工具模擬鋼筋混凝土住宅施工程序之實證研究｣，中華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碩士論文，2012。 

〔25〕康益昇，「電腦輔助施工風險評估與結合建築資訊模型之視覺化｣，台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碩士論文，2012。

〔26〕蘇紹平，「BIM導入設施維護管理實務應用之探討｣，台北科技大學土木與防災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27〕李皇，「建築資訊模型應用於橋樑受震分析設計之研究｣，成功大學土木工程所，碩士論文，2013。

〔28〕范恩祖，｢建築資訊模型於半導體廠房廠務系統數量計算之應用｣，交通大學工程技術與管理學系，碩士論文，2014。

五、網路資料

〔29〕賴朝俊，「建築師如何迎接BIM時代的來臨」，2013年，取自於Bim Smart Building 網站論述發表區。

〔30〕維基百科，建築資訊模型，2014年，網址取自於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7%AF%89%E4%BF%A1%E6%81%AF%E6%A8%A1%E5%9E%8B。


	指導教授	
      	  陳介豪
      	 	審核日期	2016-7-7
	推文	
      	  [image: ]facebook   [image: ]plurk   [image: ]twitter   [image: ]funp   [image: ]google   [image: ]live   [image: ]udn   [image: ]HD   [image: ]myshare   [image: ]reddit   [image: ]netvibes   [image: ]friend   [image: ]youpush   [image: ]delicious   [image: ]baidu   
      	 
	網路書籤	
      	  [image: ]Google bookmarks   [image: ]del.icio.us   [image: ]hemidemi   [image: ]myshare   
      	 


  

  











若有論文相關問題，請聯絡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推廣服務組 TEL:(03)422-7151轉57407，或E-mail聯絡
	       - 隱私權政策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