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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契約議題
BIM的契約議題可以分為以下幾個問題：

BIM是否為契約文件以及優先序問題
BIM是否應為契約文件之一部分，若為契約文件之

一部分，BIM與 2D圖說有衝突時，優先序為何？其中

尤其以 BIM的尺寸與數量是否為合約執行之依據，更

為實務上關注之重點。

BIM風險問題
統包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4條契約價金之調整第 10

款「契約履約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且非可歸責於廠

商，致增加廠商履約成本者，廠商為完成契約標的所需增

加之必要費用，由機關負擔。但屬第 13條第 7款情形、

廠商逾期履約，或發生保險契約承保範圍之事故所致損失

（害）之自負額部分，由廠商負擔」其中第 6點：「因機

關辦理規劃或提供規範之錯誤」；與該契約範本第 7條履

約期限第（三）款工程延期「契約履約期間，有下列情形

之一，且非可歸責於廠商，致影響進度網圖要徑作業之進

行，而需展延工期者⋯，以書面向機關申請展延工期。」

中第 3點：「因機關辦理規劃或提供規範之錯誤」，可知除

史培靈原則（Spearin Doctrine），即承包商依據業主所提供

之設計及說明施工者，不須對因該設計與說明造成之缺陷

結果負責之論點外 [3]，國內統包工程契約範本或亦有如上

規定，倘因機關之規畫或提供規範有錯誤，廠商為完成契

約標的所需增加之必要費用，由機關負擔，且可以申請展

延工期。

BIM應用後，BIM的資訊量增加，機關倘提供 BIM給

廠商時有錯誤之資訊之可能性提高，因此該風險與責任提

高。此外，BIM規劃或規範往往由規劃廠商提供，因此相

對應地代表規劃廠商此相關風險也因而提高，然而規劃廠

商屬勞務契約，其契約價金往往相對於工程契約低甚多，

若尤其負擔相關費用或工期展延衍生之費用等恐非規劃廠

商所能承受，因而中業主雖有此風險之提高，但 BIM技術

之使用，可增加設計、施工間的溝通有利界面整合等優勢

與效益，但是對於設計單位而言，其無此優勢與效益，倘

採用 BIM其設計費用與成本亦無增加，因而就此 BIM的

規劃或設計單位是否加列除外責任與免責條款，或損害賠

償做上限之約定，亦為學理上經常被探討之議題 [2-10]。

BIM工具問題
因軟體缺陷造成資訊上的錯誤，或模型的共容性造

成數據資料流失，以與協同作業因素之保密性、BIM模

型保管，以及如何確認 BIM未遭竄改等工具上問題亦

為學理上經常探討之議題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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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以下簡稱為 BIM），依據「工程專案應用建築資訊模型
之契約附件範本與解說」 [1] 將其定義為：「在數位虛擬空間中，表達工程實體之幾何與非幾何資訊之 3D
數位模型，將建築資訊建模定義為在數位虛擬空間中，建立、維護管理及應用 BIM之過程與方法」。

BIM除為數據化之 3D模型外，更將工程生命週期自需求、規劃、設計、施工、驗收與維護等各階
段之資訊予以整合，而其應用於工程生命週期的規劃、設計、發包、施工、驗收以及維護等階段作為管

理與決策之工具。

BIM的應用不只是技術的創新，更將是工程專案執行模式上的改變，相關契約議題近年來獲得諸多
重視 [2-12]，本文主要先就 BIM契約議題進行探討，而後提出可能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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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問題

BIM智慧財產權有如下六個主要問題 [11,12]：

1. 誰是作者？專案執行方式的不同，相同的時間有不

同的團隊建置模型的不同元件，由各不同團隊建置

之元件而成的模型作者為何？

2. 資訊蒐集是否受智慧財產權保護？ BIM模型的資訊

建置者彙整非其原創資訊而成之模型是否受智慧財

產權保護？

3. BIM模型以收集來之資料建立元件是否涉及侵犯他

人智慧財產權？

4. BIM模型不僅包含諸多資訊，往往這些資訊也是該

企業之商業技術秘訣。因而廠商在採購契約中授予

業主之智慧財產權之範圍應為何？

5. BIM包含企業之商業技術秘訣，廠商在採購契約授

與業主之智慧財產權範圍為何？

6. 元件的建置需要花費不少人力與時間，然而許多元

件具有唯一表達性，即任何人採用相同軟體所建置

而成之元件皆相同，因此似難以著作權保護，而其

亦無祕密性，若需保護元件庫，該如何作為？

BIM之應用範圍與目的問題
BIM之應用範圍從工程生命週期而言可包括規劃

階段、基本設計、細部設計、施工至營運維護階段，從

分項工作項目而言可包含從結構、裝修、機電以及土木

等，然而 BIM於建築工程與土木工程之應用範圍與細

緻程度亦有極大之落差。

國內 BIM契約就 BIM服務的範圍約定不夠明確，

而依賴得標後之 BIM執行計畫書再進行約定，由於

BIM應用範圍與目的未能明確，審計部對於 BIM應用

常列缺失項目如：BIM模型之元件資訊未完整或不符實

際規格、未能由建築資訊模型直接輸出設計圖說、建築

資訊模型規劃管線穿樑位置不當、建築資訊模型建構及

送審落後實際施工進度、未應用 BIM模型產出數量計

算文件供相關檢核應用、以及現地管線施工位置及走向

與模型規劃不符。

其中 BIM模型元件之資訊如何認定為完整？是否

需符合實際規格，是否所有設計圖說皆由 BIM模型產

出，是否所有數量皆由 BIM模型產出與檢核、或縣的

管線施工位置及走向是否要符合模型等皆明顯與 BIM

應用範圍與目的不同而有不同。

BIM之價金
BIM之價金，目前國內 BIM契約，有些契約就

BIM並無額外價金，有些給予定額，有些則工程費之某

百分比之方式，並無一定標準。審計部亦曾以機關不同

案例 BIM費用除以建物總樓地板面積之計算結果，發

現該機關不同案件之 BIM費用由每平方公尺 61.4元 /

m2至 245.7元 /m2間，最低與最高單價差距達 4倍，而

要求機關應就工程導入建築資訊建模技術之預算費用編

列，建立計算標準及依據。

BIM之驗證與驗收問題
BIM元件應發展到何程度認定為完整？ BIM模型

是否需與現地完全相同？ BIM模型是否所有分項工程

都應建置？是否所有設計書圖皆須由 BIM產書？所有

數量皆須由 BIM檢核？國內目前契約就這部分也欠缺

清楚規定。

軟體提供與教育訓練問題

目前應用 BIM契約皆有要求廠商提供軟體與教育

訓練，為倘若機關不同專案廠商提供之軟體相同是否需

一再提供，以及該等教育訓練之目的目標與時數是否應

以界定。

建議

綜上有關 BIM的契約問題探討可以發現，學理上

重視之議題與國內實務上之問題部分有所落差，以下分

別說明之。

工具與風險問題

學理上有關工具與風險問題，即 BIM應用後，資

料量的增加所導致業主提供設計或規劃或規範錯誤機率

提高，而提高之風險、或者甲廠商之 BIM模型資訊錯

誤造成乙廠商之損害、或因軟體缺陷、模型的共容性造

成數據資料流失，以與協同作業因素之保密性、造成

BIM模型遭竄改等工具上問題，學理上經常探討，然而

國內實務上對此議題並未太多關注。

目前國內雖有就設計廠商契約金額與施工廠商之契

約金額落差大，若因設計廠商之資料錯誤或不足而造成

施工廠商損害而要求設計廠商負賠償全責之實務上的困

難點之探討，但相關契約並未有加列除外責任與免責條

款，或就軟體缺陷、模型的共容性造成數據資料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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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與協同作業因素之保密性、造成 BIM模型遭竄改等

工具上問題作契約條款上之約定。

但有關罰款上限，於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第

十四條權利及責任部分於第八款（二）有如下規定：除

懲罰性違約金及逾期違約金外，損害賠償金額上限為：

（甲方欲訂上限者，請於招標時載明）

□  契約價金總額。

□  契約價金總額之＿＿＿倍。

□  契約價金總額之＿＿＿％。

□  固定金額＿＿＿元。

然而同條同款（三）則有：「前目訂有損害賠償金額

上限者，於法令另有規定，或乙方隱瞞工作之瑕疵、故

意或重大過失行為、對智慧財產權或對第三人發生侵權

行為，對甲方所造成之損害賠償，不受賠償金額上限之

限制。」即倘為對智慧財產權或對第三人發生侵權行為，

對甲方所造成之損害賠償，則不受賠償金額上限之限制。

智慧財產權問題

無論學理上或國內實務上對於智慧財產權問題則

都相當注重，國內 BIM契約從早期業主要求智財權完

全轉移給業主到部分機關開始同意以授權方式給予機關

於該工程範圍內使用，到近期部分機關除須應用於該工

程新建或重建改建之範圍，仍須有對外展示等權利。此

外，對於智財權，廠商亦逐漸意識 BIM元件建置耗費

許多時間，為其珍視之重要智慧財產權，故開始有 BIM

元件之智財權不應轉移給業主而僅應授權業主使用之意

見。另外為避免侵權問題，對於非屬廠商之自製元件則

應要求廠商取得授權與次授權。

國外相關契約範本約定智慧財產權由元件作者擁

有，業主則需另外支付費用而擁有授權，不過考量國情

與機關之需求，本文建議 BIM之智財權宜將 BIM元件

與 BIM模型之智財權分別約定，有關 BIM模型智財權

歸屬業主，BIM元件模型智慧財產權歸屬廠商，雖智慧

財產權除著作權，尚包含專利、商標權等，不過專利與

商標皆有登記制度，故就 BIM契約面而言，本文建議

約定如下條文：

「1. 建築資訊模型之著作權以甲方（業主）為著作

人，並取得著作財產權。

 2. 建築資訊模型元件著作權約定如下：

(1) 非乙方原創元件：乙方需取得至少使用於本工程

之設計、施工、維護與改建範圍之授權與次授權

權利，並次授權甲方取得限定使用於本工程之設

計、施工、維護、改建範圍之授權與次授權權利。

(2) 乙方原創元件，以乙方為著作人，並約定甲方取

得限定使用於本工程之設計、施工、維護、改建

範圍之授權與次授權權利。」

BIM之應用範圍與目的問題
BIM之應用範圍除從工程生命週期而言可包括規

劃階段、基本設計、細部設計、施工至營運維護階段，

亦可從分項工作項目而言可包含從鋼筋、模板、混凝

土、鋼構、帷幕牆、裝修及機電分項工程，而應用目

的，學理上有諸多內容例如可視化（Visualization）、

圖說產製、數量計算（Quantity take- off）、進度排程

（4D）、成本管理（5D）、品質管理（6D）、維護設施管

理（7D）、綠能分析等，然而實務應用上各專案範圍上

內容上皆有不同。當應用範圍與目的不同時，BIM的費

用計算上就有不同、BIM的驗證與驗收上也隨之不同，

此外，亦進而影響 BIM與 2D圖說之優先序關係，因

為倘 BIM於該專案之應用目的僅為是可視化，則其數

量與尺寸也僅為示意，而非契約執行之標準，又如鋼筋

工程，部分業界工程表示現階段採用原本估算方式較於

BIM建置而估算更為有效率，因此 BIM倘有鋼筋之建

置，其數量是否優先於 2D圖說，或者僅作為於總契約

數量不變之原則下分配拆算各分區之數量用。因此本文

認為 BIM的應用範圍與目的為 BIM是否為契約文件、

以及其優先序、BIM估算標準、驗證驗收標準以及軟題

提供與教育訓練等之源頭問題，唯有於 BIM應用範圍

與目的上作一明確界定後，方進而依據應用範圍與目的

訂定估算標準與進而訂定驗證驗收標準，以及軟體提供

或教育訓練內容方有依據。

本文建議有關 BIM的應用範圍宜以該工程之工作

分解結構（Work Breakdown Structure，WBS）約定該工

作分解結構圖之各分項工程應用 BIM之目的（如圖 1

以建築工程WBS為例），而後探討該分項工程之 BIM

應用目的（如表 1所示），進而定義各該分項工程應建

立之元件以及對應之參數（如表 2所示），進而約定該

分項工程 BIM模型之建置費用，例如為該分項工程經

費之某依百分比，然後以達到該 BIM元件參數表之模

型並達到該分項工程 BIM應用目為驗收標準。

如表 2之例子，倘結構工程僅為可視化應用，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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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作為圖說產製之依據，其尺寸僅為示意，而其並非

作為維護管理階段之應用因此其各關尺寸亦無需與現地

相同，此外因表 3以約定元件參數內容，故元件資訊是

否完整便有所依循，驗收上面也以達到該元件參數且達

到其應用目的為驗收標準，如此可以避免許多如 BIM

模型之元件資訊未完整或不符實際規格、未能由建築資

訊模型直接輸出設計圖說、建築資訊模型規劃管線穿樑

位置不當、未應用 BIM模型產出數量計算文件供相關

檢核應用、以及現地管線施工位置及走向與模型規劃不

符等缺失疑義，惟相反的帷幕牆分項工程其應用目的從

可視化、圖說產製、數量計算、進度管理、成本管理、

品質管理至維護管理，因此其元件參數必須包含進度管

理、成本管理與品質管理之參數，其相關圖說也必須達

到能從 BIM產製之標準，而數量也必須能由 BIM模型

產製，此外，因 2D圖說係由 BIM產製，故其與 2D圖

說變無衝突之問題，而無所謂優先序之問題，此外其必

須應用於後續維護管理階段，故其與現地位置、尺寸等

皆應符合。但儘管如此，是否所有帷幕牆工程之各元

件各數量各圖說皆由 BIM產製，此部分仍須進一步由

元件參數表界定，是否僅框架版片為 BIM元件，但鐵

件等並非 BIM範圍，若此鐵件等數量等就不由 BIM產

製，此可以透過 BIM元件參數表進而界定。

圖 1   工作分解結構－以建築工程為例

可視化 圖說產製 數量計算 進度管理 成本管理 品質管理 維護管理 綠能分析

基礎工程 X X X X X X X X
開挖工程 X X X X X X X X
擋土工程 X X X X X X X X
支撐工程 X X X X X X X X
回填土方 ◎ ◎ ◎ X X X X X
結構工程 ◎ X X X X X X X
工區放樣 X X X X X X X X
鋼筋綁紮 X X X X X X X X
模板 X X X X X X X X
混凝土 X X X X X X X X
⋯⋯ X X X X X X X
帷幕牆 ◎ ◎ ◎ ◎ ◎ ◎ ◎ X
⋯⋯ X X X X X X X X

表 1   分項工程 BIM應用目的表

元件名稱 幾何參數 非幾何參數

混凝土柱 柱寬、柱深、高度、體積 柱構件強度、柱編號、柱構造型式

輕型鋼柱 柱寬、柱深、高度、體積 柱編號、柱構造型式、柱構件強度

混凝土樑 樑寬、樑深、體積 樑編號、樑構造型式、樑構件強度

輕型鋼樑 樑寬、樑深、體積 樑編號、樑構造型式、樑構件強度

牆 牆寬度、長度、面積、體積 牆編號、牆構造型式、牆分類

樓板 板厚、面積、體積、樓板範圍 板編號、板構造型式、板構件強度

樓梯 樓梯級高、級深、階數、範圍、豎板數、踏板深度 樓梯名稱編號、

屋頂 樓板範圍、厚度、面積、體積 編號、板構造型式、板構件強度

表 2   元件參數表－以結構工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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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問題

本文以為 BIM的國內契約問題，BIM的應用範圍

與目的為核心議題，倘應用範圍能明確約定應用工作項

目為何與應用目的為何，則 BIM是否納入契約文件，

以及若納入契約文件與 2D圖說文件優先序問題，則可

有明確約定，例如倘該結構工程僅為可視化目的，則

BIM之數量與尺寸顯為示意，則應以 2D圖說文件為優

先，倘其應用目的為數量計算，則其數量與尺寸則應優

於 2D圖說，而又其應用目的已包含圖說產製，則 2D

圖說與 BIM模型則一致，即無所謂優先序問題。

又倘應用範圍與應用目的明確約定，則 BIM之價

金則建議以該應用範圍之工項工程費用之百分比再視應

用目的進行約定，例如僅為 BIM應用於結構工程之應

用目的僅為可視化，則其費用與應用涵蓋至圖說產製或

進度管理時，價金計算雖同結構工程施工費用之百分

比，但百分比之數額則有不同。

另則於應用範圍與應用目的明確約定後，BIM之驗

證與驗收亦可有明確標準，可依據是否符合應用目的與

應用範圍，以及以約定元件參數表之模式進行驗證與驗

收。

應有關軟體提供與教育訓練部分，因為 BIM初期

導入業主因為沒有軟體而要求廠商提供，未來確實可以

考量業主之需求而考量是否需再有要求廠商提供軟體之

契約約定，至於教育訓練，目前契約皆未明確約定教育

之總時數，建議宜明定時數，以免早成雙方認知太大之

差異。

結論

BIM應用之契約問題無論學理上或實務上都有諸多

探討，學理上與實務上之重視與關注焦點略有差異，整

體而言 BIM於國內應用上最關鍵之契約議題為 BIM應

用範圍與目的之界定，因此本文試從此議題出發提出建

議方案，進而希望解決 BIM估算標準問題、BIM驗證

驗收問題、BIM是否為契約文件與優先序問題以及軟體

提供及教育訓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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