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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穩固 創新接軌世界 ─ 根基營造 

全台首家 BIM 營建業專屬品質管理標準驗證通過 

責任編輯 徐瑋琳   撰文整理 鄭詠中 

營建業專屬品質管理系統──建築資訊塑模（BIM）國際標準的管理流

程，是運用物件導向的數位技術來管理建築資產生命週期中各項資訊，從

前端設計到施工，維護甚至最末端的拆除。 

營建業是個硬派產業，萬丈高樓平地起的過程，是業主、工程師、建

築師，以及包商共同合作的結果。BIM 國際標準有一系列可依循的流程準

則，讓不同專業角色能有共同對話與分享資訊的平台，讓資訊透明，增加

效率，減少錯誤。2016 年 4 月，英國政府在共同採購項目（包含建築與基

礎建設）明定承包商要具備 BIM Level 2 條件，不僅衝擊英國營建業市場，

也擴及全球供應鏈。時至今日，新加坡與澳洲也跟進此項政策。通過 BIM

標準的驗證，是台灣營建業取得國際營建競爭市場的關鍵入場券。 

2018 年，根基營造是為台灣通過國際 BIM 建築資訊塑模標準驗證的

首家企業。2019 年第一期 BSI 電子報，製作根基營造通過 BIM 驗證專題，

傳遞台灣企業透過標準將實力躍升國際的好消息，也藉由專訪得知，面對

環境變動產業挑戰日趨劇烈的企業，如何透過創新手法提升企業價值，率

先解決困境站上高點得以致勝。營建業向來是國家經濟脈動火車頭，2019

年開春第一響，恭喜根基營造拔得頭籌，好兆頭與大家分享。 

根基穩固 公部門與產業攜手創新 

本次根基營造主動挑戰通過 BIM 標準驗證，是由業務部何曉菁協理提出的。當初何協理向總

經理黃慧仁先生提出要做 BIM 標準驗證，黃總經理確認了緣由與效益，便放手支持。高層支持，向

來都是標準驗證成功最大的關鍵。 

根基是以永和汐止樹林運動中心統包案作為 BIM 標準的驗證案例。黃總經理表示，新北市政

府推動 BIM 不遺餘力，根基的永汐樹統包案是為全台第一個用 BIM 申請建物執照的建案。建照的

申請有其法規檢核的複雜性和主觀性，過往建照申請流程都要走個三到四個月的時間。此案在統包

能力上先獲得新北市政府審核團隊的肯定，新北市府也很勇敢地做出協同作業的平台，讓新北市政

府、專管單位、統包商透過共有平台操作，以 BIM 模型在一週內通過 60%的法規審查。這個案例

對根基是很大的鼓舞，對於新北市政府也是很正面的經驗，希望以此為例，說服業界未來可以朝這

個方向去做。 

圖源：根基營造官網 

https://bim-level2.org/en/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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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協理進一步說明：多年前台大兒童醫院與心血管疾病中心的建案，為根基最早使用 3D 做界

面檢視與討論的案例。畢竟傳統 2D 設計圖非營建專業人士很難理解，又會有各自解讀上的落差，

3D 會是很好與業主溝通的工具。以醫院來看，會有很多系統設備和建築空間的結合配置，這些施

工說明就是要以 BIM 去做 3D 界面協調，協調電機廠商和設備供應商，並讓醫師明白未來會怎麼組

裝。當然台大兒童醫院案的案例已經超過十年了，當年能使用的技術還很初階，但經驗值已經在那

個時候就開始做累積。 

做沒有人做過的事情從來都不容易，創新的背後是穩固的

根基累積出來的自信。黃慧仁總經理出身基層做起，沈穩不多

言的氣質，明白就是位帶頭做事的領導者。這兩年根基承造了

台積電在南科廠區的建案，黃總經理從建案開始每週都跑一趟

南科現場；2018 年三月份連日暴雨打壞工程進度，黃總經理從

台北與台東叫遊覽車調度工人到南科現場支援，實力派作風根

本傳奇。何協理說，黃總從來不會用固有的思維把我們限制住，

總是讓你講，他聽。 

 

透過驗證 落實人才培育 

永汐樹統包案雖然突破層層關卡取得執照，但在這樣的基礎上，何協理與黃總經理提出：我們

擁有這一身的功夫，如何讓人知道？除了每次競標與人較量，如果能透過有國際聲譽的第三公正單

位驗證我們在 BIM 方面的能力，就不用再與人多解釋什麼。即使驗證後發現有缺失，我們也能清

楚知道自己在國際接軌上還有多少距離、要怎麼改善。 

何協理坦言，當初帶著 BIM 標準驗證小組到 BSI 台灣辦公室，取得原文標準手冊、聽英國總

部透過視訊會議做說明，一開始並不能完全理解。在電子報的採訪現場，年輕的團隊成員害羞又誠

懇地和我們分享努力的過程： 

工程師簡毅說，原來看不懂的手冊，到後來看懂了，接下來就是納入自己正在做的事去思考：

要怎麼做才符合標準？我知道我們 BIM 的實力，可是要怎麼去寫這份考卷、會出什麼考題是未知

的。當 BSI 稽核員到現場稽核，告訴根基團隊：「這個標準並不是要讓每一間公司 copy 同樣的流

程去做，這樣每一家公司的獨特性就沒有了。」簡毅聽了這話就放心了：「我們有什麼就呈現給稽

核員看，再參考稽核員的意見去修正，一面驗證我們的能力，也改善流程不足的地方。」蕭巧昕負

責的是備標工作，透過 BIM 標準驗證的經驗，了解在案件成立之初，評估廠商時就要確認廠商是否

能配合協同作業，因為要參與 BIM 的案件，資料要能互通以及共同作業是必備的條件。羅詩涵則為

此次稽核不同階段可能會被問到的問題，先做資料搜集和準備。 

黃慧仁總經理在營造業資歷深厚，為傳奇人物。更動人的是他持續支持「創新」企業

精神，並學習引用智能化的管理方法，提高毛利率，擔起企業領導人應有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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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這些年輕人才，透過 BIM 驗證的準備，一步一步從解讀標準，到對應公司實際流程做梳

理，到準備齊全然後接受稽核，通過驗證，而這些知識都內化成他們自己的能量。BSI 採訪小組也

聆聽著年輕工程師們談著在最新執行案件上如何學以致用：透過甚麼樣的流程能做好檔案交換？如

果大家都能將檔案和模型交換執行得更精確，就能透過標準將散落在各處的資訊做整合──其實

BIM 標準的核心價值就在「資訊流」，透過標準管理建築資產生命週期中各項資訊。這樣的概念已

深植於營建業未來的棟樑人才，謝謝根基營造透過標準落實人才培育。 

擅用新法 接軌世界 

    採訪後來並請黃總經理談營建業未來挑戰。黃總說，民國 104 年他個人即提出：營建業未來挑

戰，一是在極端氣候，另一是在缺工（少子化的影響）。此兩項問題都不是在短時間之內可以解決，

唯一解決方法在營建業智能化，利用科技化管理，因應人力減少的困境與面對極端氣候的變化。黃

總並說：「最大的挑戰就是最大的機會」誰先克服了誰就可以在這方面勝出。而我們採訪的上一週，

根基才在公司替成員上「無人機在營建工程的運用」，或者系統的自動化與圖像化，這些都是新工

具的引用。當然一步一步，通過 BIM 標準驗證之後，就是資訊圖像化、營建機械自動化，日本或全

球營建業都在朝此方向進步，我們公司也不能落後。黃總更近一步說明：營建業毛利不高，更因為

毛利不高，要善用科技化管理協助，來維持和提升毛利，這是經營者的使命，不然年輕人才會流失。 

創辦人馬玉山先生很鼓勵同仁進修，何曉菁協理（前排中）也用讀書會的方式，帶著年輕工程師羅詩涵、蕭巧昕（前排左右）

與簡毅（後排），從解讀標準，到對應公司實際流程做梳理，到通過 BIM 標準驗證並內化成自己的知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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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總經理於談話中提到，根基具有「創新」的企業精神，與創辦人馬玉山先生（2017 年逝世）

建立的風氣有關。創辦人相當鼓勵企業成員再提升，同仁在職進修碩士專班，都能獲得學費補助；

創辦人任內的社區建案，都會送一座社區圖書館；進入到根基辦公室座落的冠德大樓，旋轉門進入

後就是一個小型圖書室的休息區，供同仁翻閱使用。而根基營造的辦公室，會議空間則掛滿了前兩

年舉辦的攝影大賽得獎作品，讓民眾透過鏡頭去看根基遍佈全台的建案，從公共空間到安居大廈，

為企業與社會互相連結的良好案例。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我們感受到的是：這是一個內部成員都很

願意公司好的正向企業。 

 身為第三方公正單位，BSI 明白，世界變化越來越快、各行各業的挑戰都趨險峻，在思維和做

法上的「創新」是解套的途徑。運用標準提升管理，透過驗證樹立標竿，則是跟上世界的腳步進而

脫穎而出的有效方法。2019 年，我們都挺著創新勇敢的自己，邁開大步繼續前進。 

 

畫面左起：工程師蕭巧昕、簡毅、黃慧仁總經理、何曉菁協理與工程師羅詩涵，在會議室的攝影作品牆前合影留念。透過本次

採訪，在在感受到根基營造是一個內部成員都很願意公司好的正向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