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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 BIM 建造科技 為工程增效率減成本  

 

香港未來 10 年將有大量工程要開展，單是政府基本工程，未來每年都料超過千

億元，包括北部都會區的建設、公屋項目等；若連同私營發展，相信每年建築工

程費用高達 3000 億元。面對建造業黃金期，不斷上漲的建造成本、停滯不前的

建造效率，都亟待改善。 

 

筆者一直密切關注規劃及造地程序，認為業界應多善用建築信息模擬（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等科技手段，為工程減成本、減時間及提升質量。 

 

建造業三大痛點：成本高、效率低、高齡化 

 

本港建築成本全球排名第八，更是冠絕亞洲。與內地一線城市相比，本港商業大

廈、商場建造成本高出 3 至 4 倍，住宅更高出 6 至 7 倍。公屋建造成本從 2019/20

年度每個單位 61 萬元，增至 2024/25 年度預算的 92 萬元， 5 年間增幅達五

成。政府預算未來 10 年興建約 41 萬個公營房屋單位，可以預視，單是房屋建築

成本開支上漲而構成的政府開支，便逾 1200 億元。 

 

傳統建造過程中，每項工程動輒涉及數以千計的 2D 圖紙，設計變更、手工作圖

錯誤、信息不全等情况，易導致預算不準、溝通效率低、重建現象嚴重等問題。



本港工程往往有 10% 的資源及時間耗費於協調溝通、拆除及重建工程上。 

 

勞動力高齡化的情况也不容小覷。據職業訓練局統計，現時約四成建造業工人為

50 歲或以上，且每年相關人員退休流失率約 3%。在學生、家長和公眾人士群組

中， 73%表示不會投身建造業或建議其他人投身建造業，認為建造業工作辛苦、

環境差和缺乏興趣。建造業議會報告指出，於 2018 至 2022 年間，熟練建築工

人減少 5000 至 1 萬。隨着香港建設規模擴張、項目複雜程度上升，停滯不前的

生產力會阻礙效率。 

 

因此，降低建造成本、提高效率、吸引人才，勢在必行。而引入新科技，便為建

造業變革帶來曙光。 

 

 BIM 帶來「建造業 2.0」曙光 

 

2018 年政府提出「建造業 2.0」概念，鼓勵業界「智慧施工」及積極應用建築科

技，並撥款 10 億元設立建造業創新及科技基金，以推動業界透過自動化和數碼

化來提升生產力，希望能夠打破建造業勞工密集、低產能與高風險的形象，吸引

人才。 

 

 BIM 可謂建造業創新科技的「領頭羊」，透過精確三維建模，進行碰撞檢測、

預算模擬等。早於 2013 年，政府已在工務工程項目以漸進策略採用 BIM ，並

規定自 2018 年起，所有預算達 3000 萬元以上的主要基本工程項目的設計和建



造，必須採用 BIM 技術。隨着科技發展， BIM 也從初始的 3D BIM（即三維模

型）發展到 7D BIM（即設施管理）。根據建造業議會的 BIM 準則，還包括 4D BIM

（施工模擬）、5D BIM（計算成本）和 6D BIM（可持續管理）。 

 

緩不濟急 BIM 技術需加快步伐 

 

隨着 BIM 技術發展日趨成熟，本港已有公共及私營工程項目採用該技術。當中

較多是建築工程項目，土木工程項目則相對較少。 

 

香港採用 BIM 的步伐緩不濟急，面對未來待開展的數千億元工程，目前只有不

足 30% 的機構在項目中採用 BIM。反觀法國、美國、英國、德國等一些城市的

工程項目， BIM 採用率都在 70%以上。 

 

一方面， BIM 的應用工程與現場工人的受教育程度有關，大部分現場工人仍依

賴紙質文件和手工作業，對 BIM 技術的掌握尚不夠熟練。另一方面，要採用 BIM 

技術，缺少技術人才及經濟支持。承接 3000 萬至 1 億元工程的大部分是中小

企，而應用 BIM 對一些預算有限的公司帶來壓力。因此政府會否向中小企提供

支持，例如給予科技創新經費、工程招標保護等措施，將會影響業界使用 BIM

的信心。 

 

三者同心 共同迎接工程新面貌 

 



總體而言，政府需制訂統一標準、編撰詳細指引及建立全面資料庫，並提供經濟

鼓勵；企業管理層要了解 BIM 長遠利益，加強使用 BIM ；教育機構可以裝備

工程科學生對 BIM 軟件的應用，向社會提供免費培訓課程。 

 

去年發展局推出《採用建築信息模擬（BIM）擬備和呈交建築圖則的路線圖》，

暫定 2029 年強制要求項目呈交 BIM 模型及由 BIM 生成的建築圖則，予部門審

批。筆者相信，建造業技術變革勢在必行，這不僅是技術上的突破，更體現香港

緊跟時代步伐、發展創新科技、打造智慧城市的決心。過程中，領導人要有決心、

管理層要有信心、技術人員要有細心，三者同心，共同迎接 BIM 帶來的工程新

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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