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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總分類碼（Omni Class）之導入
而我國導入工程全生命週期編碼適用分析中發現幾

點問題：

僅針對工項進行描述，無法涵蓋工程全生命週期 

工程全生命周期應涵蓋自工程構想、規劃、設計、

發包、施工、營運、拆除等各階段，而我國目前工程施

工綱要編碼僅針對工程預算編列、招標及發包設計，應

用範圍為設計與施工階段，較無法滿足全生命週期資訊

交換需求，亦無法延續編碼應用之價值。

編碼結構不夠完善，實際使用上有阻礙

我國目前現行之工項編碼上，工項與材料僅以編

碼開頭加M符號區隔，共用細目規則表，導致有同一

材料有不同編碼的情形發生。如M0225540001所表示

之材料為「產品，鋼板樁」，M0246300001亦同樣表示 

「產品，鋼板樁」，令使用者無法分辨應採用何者。而

在工程總分類碼（Omni Class）的編碼架構下，將代表

材料之產品獨立為單一章篇，以獨立的編碼系統去表

達，可有效解決編碼與工項重複的問題。

編碼過於詳細，不符合業界預算編製邏輯

受限於我國目前現行之工項編碼架構以以編碼開頭

加M符號來區隔工項與材料，且為區隔及表達同一材

料在不同條件下價格之差異，造成細目規則表過於複雜

且難以統一，亦影響工項名稱之表達方式無法符合業界

習慣之俗名。

缺乏行業標準，無統一編制邏輯

由於在我國目前現行之工項編碼，與業界編列之方

式有所邏輯不同，如業界一般習慣編製為「地坪 1：3

水泥砂漿貼拋光石英磚（60  60 cm）」之工項，或編制

為「1：3水泥砂漿粉刷打底」加上「地坪貼拋光石英

磚，60  60 cm」兩項，如依我國現行標準工項名稱則

會拆為水泥砂漿及拋光石英磚兩個工項來表達，造成業

界約定俗成的編制方式與我國現行標準工項所公布之名

稱漸行漸遠，難以形成行業標準而流於形式。

編碼涵蓋範圍不足，缺少特殊工程項目

我國工程施工綱要編碼依據 CSI Master Format 1995

年版之編碼架構建立，以阿拉伯數字自 00篇至 16篇分

為共 17專篇。惟Master Format自 2004年起將更廣泛的

工程皆納入，擴充至 50個章篇，我國則仍維持 17章篇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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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電腦及資訊化的普及，工程上將許多資料電子化，以方便使用及管理。而為了使資料能更方便

與快速地在電腦上操作，將工程資料進行系統化的編碼是十分必要的。編碼是將資料進行分類，並進行

編號，為資料提供一個唯一且易辨識的符號，有利於資料的存取和之後的利用 [1]。工程編碼相當於將建

築生命週期中產生之資料及工程品項賦予有系統之代號，方便使用者查找及溝通，並有利資訊在專案之

不同階段的傳遞與整合。實務上經常發生同一工項卻因名稱不同而造成溝通不良或爭議的狀況，建立工

程編碼可以統一工項名稱，建立共通的工程語言，將工程資料做系統化的分類及整理，相當於以標準、

共通的語言溝通，對於合約規範和預算編擬都可減少人力，並可避免因認知差距所導致之工程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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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致使部分工程難以編碼。如高科技廠房、智慧建築等

特殊工程，導入 Omni Class編碼架構後將可考量納入。 

因此，現行有許多國際編碼系統，常見的如

UniFormat（單元分類）、MasterFormat（綱要分類）、

Uniclass（統一分類）和 Omni Class（工程總分類

碼），其中除了 Uniclass是由英國建築專案資訊委員會

（Construction Project Information Committee，CPIC）

所編製外，其餘皆為美國營建規範協會（Construction 

Specification Institute，CSI）發布或修訂。儘管這些編

碼系統皆各自針對不同使用情境做設計，其主要目的仍

可歸納為三項：(1) 系統化：將工程資訊依據資料特性

做分類，並按照層級編碼，方便資訊整理 (2) 標準化：

資料依循相同規則進行分類，使建築產業間交流更加順

暢，有利資訊流通 (3) 電子化：將工程資料進行編碼，

以代碼取代文字，方便電腦讀取，並進行有效率的分

類，有利資訊電子化。

近年來隨著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以下簡稱 BIM）技術發展，透過參數化格式物

件的模型，便於規劃、設計、施工、營運、維修的全生

命週期專案管理，並延伸出成本估算、能源分析、4D

施工進度模擬、設計檢查等諸多應用項目。而透過統一

的 BIM編碼串起全生命週期使用，以利不同專案參與

者、不同 BIM應用間之資訊傳遞與成果交付為必需要

務，以現有編碼架構難以滿足營造產業 BIM全生命週

期使用需求。因此透過工程總分類碼（Omni Class）本

土化成果結合現行公共工程施工綱要編碼來提升公共工

程技術資料庫的效能，並透過編碼擴充來落實至專案全

生命週期，促進國內營建產業發展，使之更具有共通性

且經濟有效率，詳圖 1。

台灣目前工程編碼現況

我國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導公共工程技術

資料庫整合相關計畫，於民國八十七年起陸續推動「公

共工程技術資料庫整合五年中長程計畫」專案，期能藉

由整合政府規範、編碼等系統化作業及先進的資訊通訊

技術和環境，改善政府採購相關作業流程、降低採購成

本、提昇行政效率。延續至民國八十八年推動「公共工

程技術資料庫整合」專案（又稱四合一計畫），其下分

為「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整編暨資訊整合中心」、「建

構公共工程工料價格資料庫與調查機制」、「公共工程經

費電腦估價系統推廣計畫」及「基層公共工程基本圖彙

編及推廣計畫」等四個主軸子計畫，請詳見圖 2所示。

圖 1   工程總分類碼應用於工程專案生命週期

圖 2   公共工程技術資料庫整合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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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公共工程技術資料庫」下，最重要的主軸子

計畫為「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暨資訊整合中心」，此

主軸子計畫之建置目的在落實建立與整編、劃一全國施

工綱要規範、綱要編碼系統、工程項目名詞及製圖手冊

等事宜。公共工程綱要編碼係將營建工程項目做有系統

之分類及編碼，其最主要之目的在建立工程規範分類之

系統化及標準化，以提昇工程管理之水平。

我國目前使用之公共工程綱要編碼為採用美國營

建規範協會（Construction Specification Institute，CSI）

1997年版 SectionFormat格式與 1995年版MasterFormat

之編碼內容為作業基準取向，而 1995年版MasterFormat

版將工程施工項目分類為 00 ~ 16篇，CSI考慮到營建產

業的進步、原有工項拆分不夠廣泛、編碼過於針對施工

階段使用等問題，於 2004年推出MasterFormat最新版

本，將原先的 16篇擴充至 50篇。而我國公共工程綱要

編碼經本土化與法制化，目前上還維持在原 1995年版

MasterFormat之編碼架構下作更新與維護。

公共工程綱要編碼依據MasterFormat（1995年版）

之架構，將工程施工項目分成 17個專篇，專篇碼為 00 

~ 16。並以分工結構圖（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WBS）將工項分為四層五碼的編碼格式，第一層「專篇

代碼」為編碼之前兩碼；第二層「分類大項」通常為第

3碼，有些工項為求簡化將第 3碼和第 4碼合併為第二

層；第三層「系分類碼」通常為第 4碼，有些工項為求

簡化將第 4碼和第 5碼合併為第三層；第四層為隸屬於

第三層之工程項目，可由使用者自行選用。

公共工程綱要編碼架構與格式確定後，為配合公共

工程電腦估價系統（PCCES）進行預算編列作業，除各

不同工作項目應予編碼外，資源項目中之人力、機具、

材料及雜項，亦需制定統一之名稱及編碼。在既有公共

工程綱要編碼架構下，進一步發展公共工程細目碼編訂

原則，如圖 3。

如今公共工程綱要編碼已歷時多年，而由於營建

工程之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工項及工法都有所增變，且

目前編碼大致使用於工程設計與施工階段，對於工程全

生命週期編碼已較不敷使用。考量現行編碼系統中，以

工程總分類碼（Omni Class）較為國際間所採用，且其

編碼架構以建築全生命週期為範疇，可連結垂直營建產

業；因此，目前可以工程總分類碼（Omni Class）作為

標準參考，並進行本土化修正，擴充公共工程綱要編

碼，以達成建築全生命週期編碼，進而滿足現今營建使

用需求。

工程總分類碼（Omni Class）編碼介紹
工程總分類碼（Omni Class）是由美國營建規範協

會（Construction Specification Institute，CSI）於 2006年

推出，其編碼範圍涵蓋工程全生命週期，包括初期規

劃、設計、施工到營運管理階段，其透過工程編碼將工

程相關產業進行連結，讓資訊可相互流通，並保有彈性

能依據專案需求擴充。

工程總分類碼（Omni Class）的資料分類方式是將

物件的特性以多層次做描述，由上而下進行編碼，其編

圖 3   公共工程細目編碼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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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以兩個數字為一對，再將多對數字組成階層，其基本

分為四層：第一層「章篇代碼」為編碼之第一及第二

碼；第二層乃根據第一層細分之「分類大項碼」，為編

碼之第三及第四碼；第三層再根據第二層細分為「次分

類大項碼」，為編碼之第五及第六碼；第四層「細分類

碼」又再根據第三層進行細分，為編碼之第七及第八

碼。後續可根據需求擴充層級，請詳見圖 4所示。

工程總分類碼（Omni Class）總共有 15個篇章（如

表 1所示），各篇章間依數字大小具有先後順序，並分

別代表營建資訊的不同面向。例如：其中第 21篇章

Elements（建築元件）相當於以元件分類之 Uniformat

（單元分類）編碼系統；第 22篇章Work Results（工

作成果）等同 CSI於 2004年新發布之Master Format 04

（綱要分類），主要針對施工階段進行編碼；第 23篇章

Product（產品）是由不同材料組成，其中也包含部分

Master Format 04。

釐清國內現行公共工程綱要編碼使用現況後，參考

工程總分類碼（Omni Class）架構，著手進行全生命週

期 BIM編碼初步本土化工作。在考量現行編碼所採用

之MasterFormat 95版針對工作項目進行編碼與分類之邏

輯，與工程總分類碼（Omni Class）第 22篇章－工作成果

（Work Result）及第 23篇章－產品（Pruducts）關聯度最

高；而第 13篇章－功能區分的空間（Spaces by Function）

及第 21篇章－建築元件（Elements）則與空間規劃、數量

計算、排程等重要應用相關，因此將優先進行此四篇章之

本土化工作，本文初步將探討至編碼第三階之內容。圖 4   總分類碼架構圖

表 1   工程資訊總分類的 15個面向篇章及內容

篇章 名稱 週期 分類例 第 1階 第 2階 第 3階 項目數量總數

11 功能區分的建築實體
Construction Entities by Function 規劃 透天厝、公車站 21 138 508 1496

12 形體區分的建築實體
Construction Entities by Form 規劃 超高層建築、吊橋 5 27 67 342

13 功能區分的空間
Spaces by Function 規劃 廚房、機房 25 146 666 1918

14 形體區分的空間
Spaces by Form 規劃 房間、中庭 9 39 166 214

21 建築元件
Elements 設計 等同 UniFormat

元件碼 7 29 113 641

22 工作成果
Work Results 設計 等同Master Format 04

綱要碼 34 1236 3856 6785

23 產品
Products 設計 由不同的材料組成

（包含部份Master Format 04） 15 238 1255 7291

31 階段時間
Phases 施工 採購階段 9 - - 18

32 服務性質
Services 施工 估價、測 11 104 176 604

33 專業活動
Disciplines 施工 室內設計 7 65 109 502

34 組織人員角色
Organizational Roles 施工 業主、建築師 7 20 67 212

35 工具
Tools 施工 施工架、吊塔 2 11 47 449

36 資訊文件
Information 營運 法規、技術手冊 3 45 50 825

41 材料
Materials 營運 玻璃、砂石 4 13 50 508

49 性質
Properties 營運 面積、顏色 7 54 722 2214

合計 166 2165 7852 2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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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篇章－功能區分的空間（Space by Function）

本篇章依據空間的功能或用途作為特色來區分組

成一完整營建實體所需之各基本單元，即為空間單元。

如：廚房、辦公室、公路。空間單元常以實際或虛擬邊

界來描繪，根據不同專案需求，空間單元本身可為一營

建實體，也可為該實體其中一部分構件。功能區分的空

間第 1階層所含 BIM編碼項目如表 2所示。可用於儲

存及檢索資訊與物件分類之軟體來協助空間規劃、營建

專案管理及編列預算，每一 BIM編碼項目所含之空間

資訊可助於蒐集過去成本及營運資料、指定符合建築規

範及法令之空間與活動。亦可為資產轉移做空間清單及

替設施的管理營運作空間分類。

第 21篇章－建築元件（Element）

本篇章定義之建築元件指營建實體部分構件、配

件或營建實體本身，其作用為滿足營建專案設施的主

要功能。每一元件之功能包含但不僅限於協助、封閉、

維修及裝備營建設施，如樓板、外牆、家具⋯等。

由於該篇章等同美國營建業慣用的元件（UniFormat）

碼，與我國目前使用之主項大類分類碼一致，一般常

於營建專案管理、早期設計規劃、成本估算、施工排

程、初步圖說中使用此篇章對於營建設施構件的分

類，可協調營建專案生命週期中的資訊與加強設施管

理。目前國內多將其作為主項大類並應用於數量計算

與計價，詳表 3所示。

表 3   第 21篇章－建築元件使用範例表

表 2   第 13篇章－功能區分的空間第 1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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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篇章－工作成果（Work Results）

本篇章定義之工作成果涵蓋生產階段或後續改建

及維修與拆遷過程所完成之建造結果，各項工作成果常

具有下述特性：涉及特殊技術所產出之成果、可用於貿

易、工作成果由營建資源產出、可作為營建實體部分構

件、為臨時工作或準備工作中已完成之成果。如場鑄混

凝土、結構鋼構架、液壓貨梯⋯等。第 22篇章可供設

計者、建造商、工程專案管理者、設施擁有者與管理者

等使用，常用於設計、招標、採購及施工階段，詳細描

述各施工成果所含之工項、工料，並用於成本計算，其

內容與我國目前編碼相近，詳表 4所示。

然現行公共工程綱要編碼主要採用美國 CSI協會

MasterFormat 95版作為基礎架構，並由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在「公共工程技術資料庫」架構下，自民國 86年

起正式建構技術資料庫，並持續編撰、增修、版次、公

告、審議、應用推廣等運作及推廣之機制至今。施工綱

要規範以及主要工項細目編碼規則表亦於 90年 11月 15

日由行政院頒布「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實施要點」正

式施行，存在法律地位，且多年來編撰及增修的本土化

努力亦不宜輕廢。

綜上所述，本文建議在 22篇章－工作成果本土化的

方式，初步應採維持原施工綱要編碼章篇項目，僅改變

編碼碼位方式將其串接，由原施工綱要編碼之五碼四層

架構轉換為八碼四層之架構，細目碼因其來自於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所頒定之工項細目編碼規則表，為我國

在既有綱要編碼架構下，為配合工程會推動公共工程經

費電腦估價系統與資料庫之建置，提昇公共工程及營建

工程工料價格調查機制的效率，以利工程資源及資料的

統計分析、資訊交換流通以及未來電子發包作業之用，

進一步發展工程細目碼編訂原則，可直接沿用。

第 23篇章－產品（Products）

本篇章定義之產品是指營建實體中的構件或配件，

可以是單一製造成品如玻璃、由多配件組合成之產品如

玻璃窗，或是可運作的單一系統如旋轉門玻璃櫥窗。本

篇章可供產品資訊提供者、製造商、供應商、經銷商、

承包商、設施管理者以及軟體開發商使用，藉由營建產

品外觀或其獨特功能資訊來分類其產品等級，進行儲

存、分析及檢索產品資訊，詳表 5所示。

應用工程總分類碼（OMNI Class）編碼
於 COBie流程

COBie作為工程全生命週期的資訊交換流程，確

保工程在進行中的各階段所有參與者可依一定的內容與

格式來提供可供後續維護、操作與設施管理所需用的資

訊，協助保存建築資訊並進行交換與傳遞。目前市面上

支援 COBie標準格式的軟體有近 20多種軟體產品，其中

BIM軟體則包含 AutoDesk Revit、Bentley、ArchiCAD、

Data Design System、Vectorworks等等，並且都支援匯

出工作表格式之 COBie，用以編輯模型中 COBie屬性

資訊。如 AutoDesk Revit以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的方式，提供「Autodesk 

COBie Extension for Revit」工具，讓使用者可以比較容易

的於 Revit中導入 COBie屬性，如下圖 5所示。

圖 6及圖 7為本文整理自 COBie工作表中各表欄

位內容，其中部分 Category欄位之內容則為本文建議

可對應至工程總分類碼（Omni Class）編碼內容之項

目，將編碼資訊帶入 BIM模型中。

表 4   第 22篇章－工作成果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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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第 23篇章－產品第 1階層

圖 5   於 Revit中導入 COBie屬性

圖 6   於 COBie工作表導入 Omni Class編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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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總分類碼（Omni Class）之主要目的在於系統

化及標準化的傳遞工程資訊，而工程總分類碼（Omni 

Class）之落實則需要一套作業流程來搭配，COBie即為

使 BIM編碼可落實於工程全生命週期應用之關鍵流程，

透過 COBie與全生命週期 BIM編碼的結合作為共通的

資訊交換架構，清楚的定義了工程全生命週期各階段應

提供之資訊，使其得以自工程初期一直到完工交付後的

營運維護階段都能有效的被留存，然而終端應用仍需與

營運維護管理軟體（FM軟體）結合做介面的展現。

案例驗證工程總分類碼（OMNI Class）
之應用

工程全生命週期編碼可以結合 BIM樣版模型（案例

驗證之模型），其建置目的之一為方便編碼作業使用者應

用 BIM軟體來對照編碼之代表元件（物件），透過此樣

版案例並編輯應用教材推廣使用。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可

據以此 BIM樣版模型作為參考，以此驗證方式自專案生

命週期初期的規劃階段即建立帶有編碼之模型，可方便

編碼作業使用者衍生從工程生命週期規劃設計到營運維

護間之各種工作項目，如編列工程清單、計算工程數量

等；而政府公部門單位即可以此回饋出龐大之編碼資料

加以方便統整形成大數據庫便於政府分析營建產業之依

據之ㄧ，例如工程預算編列、工率計算及單價分析等，

後續應用效益相當廣泛。

市面上 BIM 設計繪圖軟體相當多，如 Revit、

ArchiCAD、Tekla、Microstation等，本文初步以 Autodesk 

Revit2016版為例，透過以 Omni Class第 21章篇內容置

換 Revit預設之基於 UniFormat編碼原則之組合代碼檔案

（Assemblycode 檔），並於繪圖時在 Revit工具列中「管

理」頁籤下，「設定」面板開啟「其他設定」下拉式清

單，選擇「組合代碼」，選取欲載入之組合代碼檔案。組

合代碼參數可用於所有模型元素，用以表示對應之元件

代碼，透過樹狀結構選單，可協助使用者快速挑選元件

代碼至對應之圖面元件，第 21章篇將顯示於元件之類型

性質中的組合代碼欄位屬性，如下圖 8所示。 

同樣的 Omni Class第 22章篇內容，亦可透過同

樣的方式，透過以 Omni Class 表 22內容置換 Revit預

設之基於 CSI MasterFormat編碼原則之關鍵註記檔案

（Keynote檔），並於繪圖時在 Revit工具列中「標註」

頁籤下，「標籤」面板開啟關鍵註記下拉式清單，選擇

「關鍵註記設定」，選取欲載入之關鍵註記檔案。關鍵

註記參數可用於所有模型元素，用以表示對應之工項代

碼，透過樹狀結構選單，可協助使用者快速挑選工項代

碼至對應之圖面元件，第 22章篇將顯示於元件之類型

性質中關鍵註記欄位屬性，如下圖 9所示。

而 Revit軟體本身已預設帶有工程總分類碼

（Omni Class）第 23章篇之元件屬性，以文字檔 Omni 

ClassTaxonomy.txt 儲 存 於「AppData」資 料 夾。以

Revit2016版為例，其所預設之工程總分類碼（Omni 

Class）表 23仍為 2012年之版本，建議使用者可透

過同樣的方式，將其置換成較新版本之工程總分類碼

（Omni Class）之參照檔案。操作上可於 Revit編輯族

群時在元件「性質」下的「識別資料」，透過樹狀結構

選單，可協助使用者快速挑選產品代碼至對應之族群

圖 7   於 COBie工作表導入 Omni Class編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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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第 23章篇將顯示於元件之識別工程總分類碼

（Omni Class）編碼欄位屬性，如下圖 10所示。

在完成第 21、22、23章篇之參照檔案設定後，可

將模型另存，建立為專案樣版（.rte），讓後續的其他專

案可以直接於專案創建時載入使用，除了編碼資訊外，

專案樣版也提供新專案的起點，包括視圖樣版、載入的

族群、定義的設定（如單位、填滿樣式、線型式、線

粗、視圖比例等等）和幾何圖形，避免每次都要重複參

照檔案設定的工作，可大幅提升使用效率。

結論

本文討論工程總分類碼（Omni Class）中與我國

現行工程編碼及 BIM應用較具關連之四篇章本土化作

業至前三階層，第 13篇章功能區分的空間（Spaces by 

Function）共 1918項、第 21篇章建築元件（Elements）

共 641項、22篇章工作成果（Work Results）有 6785項

及第 23篇章產品（Products）之 7291項，合計 16635

個項目之初步本土化。

因此編碼主要目的：(1) 系統化 (2) 標準化 (3) 資訊

化，並且進行有效率的分類。透過編碼系統的應用，使

工程資訊之使用及流通，更具有共通性，取用及傳遞時

更經濟及有效率。惟我國現行之施工綱要編碼及細目碼

已施行 20餘年而並未進行大幅度的調整，隨著工程技

術的演進，工程趨於複雜，新材料、新工法的推陳出

新，原有的編碼架構已難以有效描述現有工程的全貌。

全生命週期編碼之目的係將工程所涵蓋的所有資

圖 8   表 21編碼應用於 Revit案例

訊，依據其不同的類型進行群組分類，透過樹狀結構之

層級方式細化分類，並賦予其編碼。這將可使業界使用

者有相同的方法來分類及儲存資訊，達成資訊標準化及

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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