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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源起： 

城市競爭力的評比 



計畫源起：城市競爭力的評比 

    臺北市每年約有接近1700件的各類建築執照申請案，現

已成功推動建照協審制度，對於建照之審查時效已有顯著改

善。依世界銀行對全球經商法制環境進行評比的結果，新加

坡自2003年起連續第4年蟬聯評比冠軍，2008年推動企業開

辦、申請執照（BIM）及財產登記的線上申請作業。2011年

的評比仍再蟬聯冠軍。已立足於國際都市之林的臺北市仍有

進展的努力空間。 



目標：簡政便民與城市競爭力 

      對象 

項目 
政府 民間 

作業流程 提高便民服務品質，落實聯

合單一窗口 

BIM有效的整合設計團隊，提

高生產力及設計品質。 

行政效率 提高總體經商容易度排名與

國際知名度及競爭力。 

減少重複的工作。 

作業成本 同步審查協同作業平台。 減少時間成本的浪費。 

資訊管理 政府資訊主動公開化、資訊

標準化、圖說資料系統化。 

資訊取得完整、便利；避免

設計錯誤。 

節能環保 建置無紙化作業環境達成節

能減碳的世界趨勢。 

BIM模型可提昇智慧型綠建築、

建物生命週期管理效。 



二、臺北市建築執照協審制度成效 



臺北市現行建築執照協審制度成效 
 世界銀行 

全球經商環境報告 
應申請 
程序(項) 

申辦 
時間(天) 

我國 
名次 

2008年建築許可評比 29 193 127 

2009年建築許可評比 28 142 97 

2010年建築許可評比 20 121 95 

2011年建築許可評比 2 125 87 

2012年建築許可評比 2 94 9 



2012年建築許可評比 



2013年建築許可評比 2012年建築許可評比 



臺灣藉由強化各單位公開
的會辦流程與業務需求，
並避免各單位主管對每一
案件在會辦過程權利濫用，
來保護每一個投資者。 

臺灣藉由介紹投資風險及
自我規則檢視表， 以及單
一窗口申請讓建築許可制
度更便利。 

2012年世界銀行對我國建築許可制度的評鑑 



變更使用執照 

雜項執照 

建造執照 
變更設計  

拆除執照 

結合公會專業人力 

提昇發照效率 

建造執照 

五類建築執照 
(99年1月1日起) 

臺北市政府與台北市建築師公會於97年10月1日推動

建造執照協審制度，開創市府與市民雙贏局面的成效。 



三、淺談BIM對行政部門的影響 



What is BIM 



BIM之定義：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簡稱BIM。開始於1980年代，將建物資
訊以物件化（object）的方式給予參數化，各領域的人在共同MODEL
作業。 





GIS地理資訊與BIM應用環境整合 



◎ 3D GIS與BIM資訊應用整合 



IPD作業流程的改變 

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傳統作業流程與IPD作業流程的比較圖 

行政部門(Agency)
提早介入設計方案
的決策。 

紫色的區塊拉長 



利用BIM模型，行政
部門提早介入及確認
相關資訊，可以縮短
最終建築許的時間。 



國  家 計畫發展綱要 

中國大陸 2013年完成BIM圖說規範 

香港 
創新科技署的創新科技發展
計畫，由政府協助民間培養
BIM人才。 

新加坡 
2015年樓地板面積5000平方
公尺以上建築物全面使用BIM
線上圖說繳交系統。 

韓國 2016年公共工程導入BIM。 

日本 M-BIM計畫，發展期程未定。 

亞洲各國推動BIM發展計畫現況 



四、新加坡政府發展BIM之成果 

摘要 

一、新加坡發展BIM歷程 

二、新加坡推動BIM的重要項目 

三、新加坡推動BIM實例 



這是新加坡的舊街區，讓我們聯想到大稻埕嗎？ 



這是新加坡的濱海灣區：我們看到什麼？ 



新加坡是一個敢於接受挑戰與革命的國家。 

 

應用BIM是新加坡政府行政體制的CAD革命。 



     (一)系統發展期程： 

–1998年～2002年     準備期 

–2002年～2004年     推廣期 

–2005年～2008年     全國執行期 

–2008年             發展3D-BIM準備期 

–2009年至今         3D-BIM自動審查測試期 

–2012年             預定推廣3D-BIM作業期 

–2015年             已預告業界於全國一體適用 

二、新加坡發展BIM歷程 



(二)參與BIM的行政部門  

各部門明確訂定需
求與規範的資料夾 







(三)、BIM推動的教育研究單位：BCAA 







摘要 

(一)E-submission 

(二)E-plan check 

(三)3D GIS 的應用 

新加坡推動BIM的重要項目 



(一)e-submission system  概念圖  



新加坡圖說繳交平台 

Upon successful submission of files to the 

Corenet eSS, an e-Submission Number 

(E.g. ES20051207-07058) will be 

generated and the file(s) in the Work 

Area will be transferred to the 

Submitted Area.  

成功的上傳到cornet 系統後可以獲

得一組序號，這組序號將檔案對應到

所應傳送地方(局處單位) 。 



新加坡BCA：圖說繳交內容需求標準 

F:/簡報/繪圖原則.ppt


地上一層配置圖說繪製標準 

F:/簡報/繪圖原則.ppt




e-check檢測，符合規定始得上傳圖說  



(三)未來BIM之發展趨勢： 3D GIS 的應用 

整合
GIS系
統 

整合既有公共設施網
路，並用於古蹟再利
用 

結合
Google 
erth 

發展自動收尋引擎雛
型， 2008年開始測試，
並嘗試與Google erth
結合發展電子化地圖。 











BIM之建築設計案：影音藝術館 



五、電子化政府架構下 

推動BIM審議平台之發展方向 



現階段建造執照櫃臺對作業 



 建造執造審查十大退件理由分析表 

項目 件數 比例 

現況實測圖繪製不全 30 16.22% 

申請書填寫不全 28 15.14% 

涉及畸零地疑義（調處） 23 12.43% 

現況照片檢附不全 17 9.19% 

起造人、設計人及承造人資料檢附不全 17 9.19% 

都審尚未核准 16 8.65% 

圍牆、圍籬/免、併建（雜）照/罰鍰未檢附相關說
明 

15 8.11% 

航高未檢討 14 7.57% 

行動不便檢附表未檢討 13 7.03%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檢附不全 12 6.49% 





資料來源：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整體目標 
一、建構電子化政府，打造便捷貼心服務，提供市民
高品質市政服務，提昇市政效率。 
二、建構網路化社區與企業，提供「安全零死角」之
環境，並結合科技及人性，加強求職媒合服務，以落
實安居樂業的生活環境。 
三、建構數位化生活機能，打造便捷貼心服務，實現
完善便利生活，加強城市競爭力。 

臺北市政府推動智慧城市建設(續階)綱要計畫(100－103年） 
(UI-Taipei 2014) 



推動策略  

 

 

強化共同性作業平台之運用：推動建置本府資
訊系統行動化平台，提供市民更便利之公務服務
；推動電子公務訊息系統、行事曆系統與各機關
開發之系統介接，以加強各機關公務處理時效。 



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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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局處審議架構平台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審議架構平台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建造執照審議架構平台 





六、建造執照應用BIM階段性研究成果展現 



本市建造執照未來BIM發展架構  



BIM圖檔的編訂架構(100研究計畫案) 



審核單位   作者 建照圖說編號 

D B A   _ A 0 1 - 1         

圖說命名標準 



法規查核項目編碼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土管、技規與圖說編碼之結合對應 



 『建築師預審&會審項目表』 



都市開發審議業務與建築執照整合平台 



四、10項檢測技術發展說明 



查核項目 
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則 

建築技術 

規則施工編 
影響因子 

使用用途 P00800(第八條) 用途分類 

建蔽率 P01000(第十條) DC00104 基地範圍/建築物投影範圍 

容積率 P01000(第十條) DC00107 

基地範圍/計入空間樓地板

範圍/免計入空間樓地板範

圍計算 

建物高度比 P01100(第十一條) DC014 
使用分區/道路寬度/基地面

積/建物高度 

院落-前院 P01400(第十四條) 前院深度 

院落-後院 P01500(第十五條) 後院深度 

院落-側院 P01600(第十六條) 使用分區/側院寬度 

步行距離 DC093 空間/門/步行距離 

淨尺寸（樓

梯、走廊及

防火門等） 

DC076 淨尺寸距離 

法規可資訊化分析 





一、使用分區 

查核方式說明：地籍地號->使用分區證明核發 





三、使用用途 

查核方式說明： 

樓層標註使用用途->產出使用用途及組別編碼->
未來可結合法規編碼及都市發展局相關資料。 



四、允許條件 

查核方式說明： 

標註樓層使用用途->產出使用用途及組別編碼->
允許條件->未來可結合法規編碼及都市發展局相
關資料。由BIM模型提供建築師使用用途，借以
輔助現階段人工查核機制 



五、建蔽率 

查核方式說明： 

繪製樓層建蔽率範圍->計算建物投影面積 。建
築基地面積(綠色範圍)面積->計算後建蔽率 

六、容積率 

查核方式說明： 

繪製樓層容積率範圍->由DBA_A_FP_NF_....模型
(視圖或圖說)名稱標準，取得所在的樓層。計入
容積面積。建築基地面積(綠色範圍)面積->計算
容積率 









由Web Service API 程式自動產生之面積檢測表 

C:/Users/ASUS/Desktop/建照檢測資料.htm


7、建物高度比 

資料來源 產出單位 查核方式說明 
是否可以查

核 

BIM圖檔 建築師 
繪製建築物退縮線量體。 是﹝需設定

物件標準﹞ 

量體規劃階段取得設計相關資料套疊BIM退縮量體模型 

BIM模型結合3D地形圖地理資訊系統提供都市設計審議 

繪製建築物退縮線量體 



八、院落﹝前院、後院﹞ 

查核方式說明： 
繪製前院最小深度、後院最小深度、前院寬度、後院寬度
標註線->計算前院平均深度。後院平均深度。程式查核計

算結果：前院平均深度(前院面積/前院寬度)：3.62公尺。
後院平均深度(後院面積/後院寬度)：3.97公尺。 

 

 



九、步行距離 

查核方式說明：繪製棕色步行距離->計算長度程式查核計
算結果：步行距離 17.38公尺。 



十、淨尺寸﹝樓梯及防火門淨尺寸﹞ 

查核方式說明： 

繪製樓梯及防火門淨尺寸標註線->圖面查詢瀏覽。 



七、未來推動計畫期程與目標 



計畫目標 

(一)業務整體化－整合府內各項審查業務之作業流程及資訊

系統，對外提供整合性單一服務窗口。 

(二)程序標準化－制訂相關法規與作業流程的規範與標準 

(三)審議主動化－以主動服務概念與態度，應用GIS與BIM資

訊資源與技術建構Smart Service審議平台。 

(四)訊息透明化－建置開發溝通平台，提供即時訊息溝通服

務與案件流程記錄服務。 

(五)作業無紙化－全面實施線上掛件、電子檔案繳交、進度

查詢作業的無紙化審議作業。 



計畫範圍、期程、相關經費 

(一)計畫範圍(計3項) 

本計畫實施將以都市開發審議（查）及公營住宅業務BIM雲
端管理平台為先期開發三大主體架構。 

1、審議圖文管理服務平台：提供都市設計審議、都市更新

審議、建築執照審查及其他局處配合的審議或審查內容。 

2、建築執照BIM審查服務平台：導入BIM的業務應用，加速

審查的速度並且節省紙張的浪費，使得建築師、政府機關及

業主達到三贏的目標。 

3、BIM生命週期營運管理平台：透過BIM隨時掌握各階段物

件的資訊，並且進行相關分析，有效掌控工程專案進度。 

 



計畫範圍、期程、相關經費 

(二)計畫期程 

本計畫擬以四年為期進行，執行期間為民國103年至
106年，必要時配合預算之年度調整推動期程。 

(三)計畫分期目標 

1、第1期：整合業務建構BIM雲端管理平台作業基礎 

2、第2期：BIM雲端管理平台開發作業 

3、第3期：BIM雲端管理平台應用導入作業 

4、第4期：BIM雲端管理平台應用展進 



各項計畫實施步驟及預定進度 



結論：未來展望 

為電子審照奠立基礎  
建築資訊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BIM)運用於建築執照審
查在新加坡已有成功經驗，本市希望未來透過BIM技術的應用，建
置E-submission圖說繳交平台，透過E-check（電腦查核）機制，
將執照審查流程公開透明化、並將審查項目標準化、資訊化，應可
大幅提升審查效率。而目前執照審查藉由公會協審，建構執照審查
公開透明程序適足為未來電子審圖相關架構鋪設基礎。 

提升我國經商環境便利度之評比項次 
2012年全球經商環境報告，就申請建築執照評比項次我國為9名， 

亞洲四小龍都已積極投入研究定發展結合BIM電子化政府行政流程 

為提升本市經商環境之便利性及簡化本市民眾申請建築許可之行政 

作業流程，將持續推動簡化措施，期增加本市競爭力，方能因應全 

球化時代的來臨。 

六、結論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