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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 CNKI) 为文献来源，根据期刊文献定量分析得出近三年有关 BIM 的研究文献

多，大量跨学科研究，要了解实际研究内容和重点需要从新归类分析的结论。以文献内容为基础，分析各类

BIM 研究的研究现状并进行评述。根据 BIM 成熟度图的划分，得出我国 BIM 研究处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间，

研究局限于 BIM 定义和 BIM 价值等一般性内容描述的结论，并给出未来研究方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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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 Technology Ｒesearch Status in China

JI Boya，QI Zhenqiang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ngineering，BUCEA，Beijing 100044，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CKNI journal articles on BIM in nearly three years，the paper carries
out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n the actual research contents and key needs． A conclusion is made on new classification． On
the basis of document content，the research status quo on various BIM i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maturity and domestic
literature research content，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BIM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is at the second stage and third
stage． Finally，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previous research was lacking the mature road map．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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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IM 概论

1. 1 BIM 概念的历程
BIM 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当前，广

泛认可 BIM 起源于 1974 年 Chuck Eastman 提出的
“Building Description System”，他提出在考虑建筑属
性的基础上，利用信息技术对图形进行编辑和元素
组成的处理，并指出对建筑的不同属性进行功能排
序的发展方向［1］。

20 世 纪 八 十 年 代，Graphisoft 公 司 提 出 VBM
( Virtual Building Model，虚拟建筑模型) 理念，初
步开展了 BIM 技术研究的。并推出 ArchiCAD 软件，
让更多的企业进入到 BIM 的研究领域［2］。美国学者
罗伯 特·艾 什 ( Ｒobert Aish ) 更 准 确 的 提 出 了
“Building Modeling”概念。

20 世纪九十年代，G. A. van Nederveen 和 F. P.
Tolman 正 式 为 BIM 命 名———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提出要项目参与者整合各层面、各视角的信
息，以满足各专业和各功能提取信息的需要［1］。

21 世纪初，在大量软件开发商介入 BIM 技术的
研发后，BIM 的研究在建筑领域迅速推广。2003 年

Autodesk 在 《BIM 白皮书》中，对 “Building Infor-
mation Modeling”做了全面的阐述，标志着 BIM 的
研究进入白热化阶段［3］。如图 1 所示。

图 1 BIM 研究历程图

1. 2 BIM 概念的定义
Autodesk 公司定义 BIM 是一种建筑软件的应用，

是对传统二维图纸为主的信息载体模式进行颠覆，
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式。美国
建筑师学会 ( AIA) 认为，BIM 是一种模型技术要
求能够结合工程项目资讯资料。美国国家建筑科学
院 ( NAS) 给 BIM 的定义较为全面，认为 BIM 即可
以认为是信息建筑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
另一方面，也可以被理解为建筑信息建模，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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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Modeling。由于两个词的中文翻译后的意
思差异并不明显，所以目前国内普遍建议不对 BIM
进行翻译，如 CAD 一样，仅作为代称，也可以合理
表达 BIM 双重含义: 信息模型和信息建模过程。

Eastman 定义 BIM 是，建筑信息模型是将项目
的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所有信息集合在一个模型中，
并包含施工进度，建造过程，运营维护等全部过程，
并集合了所有几何信息、功能要求和构件性能［4］。
Laiserin 认为，BIM 不只是一个系统或者软件，更是
一个业务流程［5］。张建平教授曾引用美国国家标准
技术研究院 ( NBIMS) 对 BIM 定义，在国内普遍被
认可，认为 BIM 是以三维数字技术为基础，集成了
建筑工程项目各种相关信息的工程数据模型，对工
程项目设施实体与功能特性的数字化表达。

虽然对 BIM 的定义，各个机构组织、国内外专
家并未统一，但基本可以把 BIM 定义为既包括建筑
模型结果，又包含建筑建模过程的一个 “动名词”。
因此，本文参考各家意见，认为 BIM 是利用一个包
含了建设项目物理特性与功能特性的数字模型，并
考虑该模型的信息共享和互用性技术服务于建设项
目的全生命周期的决策与分析。

2 BIM 研究数量分析

2. 1 BIM 研究期刊论文发展情况

本研究借助于文献产出指标来对 BIM 研究情况
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已收录在中国知网 ( CNKI)
的数据库，包含从开始有文献记载到 2013 年底的所
有数据。检索所有篇名包含 “BIM”的期刊文献作
为样本，经过逐一识别后，剔除不表示 “建筑信息
模型”的文章。查证后发现，中国的 BIM 技术研究
第一次出现在学术期刊中在 2003 年，即 Autodesk 公
司发布 BIM 白皮书之后。开始研究热情不高，03、
04 年仅有 1 篇介绍性文章发表，05 年更缺乏以 BIM
为题的研究文献，06、07 年介绍 BIM 的论文分别为
6 篇和 1 篇。表明虽然 2003 年颁布了 《2003 － 2008
年全国建筑业信息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技术信
息化是 关 键，但 BIM 技 术 研 究 重 视 度 还 是 较 低。
2008 年和 2009 年， “中华建筑报”、 “建筑时报”、
“中国房地产”先后报道了 29 篇关于 BIM 技术的报
道，响应“十一五”发展建筑信息化的要求，引起
了学术界关注。同时，2008 年和 2009 年分别有 10
篇和 16 篇学术论文以 BIM 作为篇名发表，BIM 研究
初步引起国内学者关注。2010 年，BIM 研究的数量
出现激增，共有 63 篇以 BIM 为篇名的论文得以出
版，BIM 的研究热情有所提升。2011 年—2013 年，
开启了 BIM 研究的热潮，分别有 155，299，384 篇。
如图 1 所示。BIM 在国内研究热情的变化，一定程
度上反应了 BIM 技术在我国的发展。当前面对 BIM
研究信息爆炸的情况，对当前研究方向进行分类了

解具有现实意义。

图 2 BIM 研究期刊及报纸数量变化图

2. 2 BIM 研究期刊论文分布情况

近 3 年来，主题包含 “BIM”的各类文献，共
包括工程科技方面期刊 831 篇，博硕士论文 64 篇;
信息技术方面期刊 437 篇，博硕士论文 23 篇; 经济
与管理科学方面期刊 339 篇，博硕士论文 18 篇; 还
有少量其他方面的论文。如图 2 所示。部分论文属
于跨学科研究，分属不同类别期刊，在数量统计过
程累计统计在内。BIM 作为建筑科学与工程和信息
技术的交叉学科，大量论文属于跨学科研究，多数
论文分类号多于 1 中。由于期刊论文学科分类可靠
性相对学位论文较低，故而仅参考学位论文也可以
发现，跨学科研究较为普遍，其中跨四种学科的学
位论文有 1 篇，跨三种学科的学位论文有 3 篇，跨
两种学科的学位论文 17 篇。如图 3 所示。

BIM 研究的侧重方面很多总结为: 工程科技、
信息技术、经济与科学管理等。较多文献分数交叉
学科，跨多个学科; 研究内容实践程度、理论深度
也各不相同。因此，对于 BIM 研究侧重类别界定较
为模糊，缺少系统的总结。目前对 BIM 概念的来源
较为明确，但 BIM 概念定义却并未统一，对 BIM 各
类研究的分析和评述尚缺整体上的分类和总结。为
深入了解国内 BIM 研究重点，了解 BIM 研究所处的
阶段，需要对 BIM 研究现状进行分析与总结。

图 3 2011—2013 年 BIM 研究学科分布

图 4 2011—2013 年 BIM 学位论文分属学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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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IM 研究内容分析

由于“中国知网”文献收录过程，对 BIM 研究
成果的分类仅按照学科分类。阅读中会发现大量文
献有多个分类号，在系统了解 BIM 后，也很难完全
认同的学科分类号的分类方式。本文认为 BIM 的研
究内容分类可以从 BIM 的定义出发，将对 BIM 的研
究内容分为 BIM 技术研究 ( 建筑信息模型) 和 BIM
管理研究 ( 信息模型的创建、传递和共享) 。但是，
BIM 技术是将信息技术应用到建筑行业，、跨学科科
学研究是 BIM 的本性。大多数研究细分专业边界界
定困难，分类结果还需考虑。因此，由于国内 BIM
研究存在很大的政策导向性，所以本文具体分类，
考虑按照国家重点项目 “建筑业信息化关键技术研
究和应用”的主要目标，将 BIM 研究分为四大类:
中国 BIM 标准研究类、国内 BIM 应用软件研究类、
基于 BIM 的工程管理类、BIM 经验总结类。再进一
步按照文献讲述内容、已实现程度和文章的目的，
将四大类 BIM 研究进一步细分。
3. 1 BIM 标准体系研究

从 “十五”规划起，我国 BIM 研究就考虑为
了辅助 BIM 软件应用的管理，进行信息化标准化
的研究，以方便建筑业各相关产业的各环节共享
和应 用 BIM。2011 年，清 华 大 学 BIM 组 对 BIM
标准 框 架 的 研 究 初 具 成 果， 从 宏 观 上 为 中 国
CBIMS 标准进行定位，构建 CBIMS 体系结构，将
BIM 工具的 规 范 主 要 分 为 技 术 标 准 和 实 施 标 准，
提出从资源到交付物完整过程的信息传递保障措
施［6］。其中，依照标准通用程度，将 BIM 标准分
体系框架为三层，包括专用基础标准、专业通用
标准和专业专用标准。王勇，张建平等对 IFC 数
据标 准 实 际 应 用 于 建 筑 施 工 中 进 行 研 究， 建 立
IFC 数据 扩 展 模 型，编 制 IFC 数 据 描 述 标 准，实
例验证了 IFC 标准的可实施性［7］; 李犁，邓雪原
认为 BIM 的核心在于信息共享和交换，分析 BIM
技术发展的当前问题，提出需要基于 IFC 标准并
验证 其 可 行 性［8 － 9］; 周 成， 邓 雪 原 还 补 充， 用
IDM 标准可以弥补 IFC 标准开发特定软件时，存
在数据完备与协调性不足的缺点［10］。从 2012 年，
建筑信息模型 ( BIM ) 标 准 研 讨 会 成 功 召 开，建
筑工程信息应用统一标准相关课题相应成立，到
2013 年，中国 BIM 系列标准编制工作正式启动，
中国有望在短期内正式出台中国 BIM 标准体系。
3. 2 国内 BIM 应用软件研究
3. 2. 1 基于 BIM 的应用软件实例研究。BIM 作为核
心建模软件，何关培根据认识和经验总结过 BIM 软
件，虽然很丰富，但不够系统。本文将把基于 BIM
技术的各软件按应用阶段、主体指标和专业进行划
分。如表 1 所示。

表 1 BIM 核心软件分类表

在项目管理过程中结合实例考察 BIM 软件的研
究成果和价值，通常专业软件的设计与工程目标或
工程阶段的功能相结合，包括机电、安装和幕墙等。
尹奎等分析拟建的嘉里建设广场项目的 BIM 模型，
证明了 BIM 的对于物业管理和设备维护的价值［11］。
游洋选择基于理想化的状态从机电专业观察 BIM 应
用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总结了施工过程的一些影
响［12］。裴以军等以一个运用 BIM 的机电设计工程实
例检验 BIM 应用情况［13］。陈钧利用 BIM 技术进行设
备房安装的模拟操作，展现 BIM 的绘制要点以及设
备房模型对全生命期的作用［14］。龙文志提出建筑幕
墙行业应推行 BIM 的重要，并论述幕墙行业应用
BIM 后可帮助企业成为高科技含量，强融资能力高
管理水平，提高行业水平［15 － 17］。结构工程作为建筑
工程最重要的一部分，有大量学者为 BIM 有助于结
构施工提供理论支持。吴伟以北京谷泉会议中心为
例，说明 BIM 应用大大提高工作效率［18］。姬丽苗介
绍预制装配式建筑结构设计中应用 BIM 的优势以及
存在 PC 技术不成熟的问题［19］。苗倩利用 BIM 可视
化技术，认为水利水电工程应用 BIM 仿真效果较为
显著［20］。此类研究，通过实例研究，验证 BIM 软件
功能与专业结合后的价值和缺陷。

此外，还有很多 BIM 在国内应用成功案例可做
研究参考，包括上海世博，杭州奥体中心主体育场，
重庆国际马戏城等等，BIM 成功案例，证明了 BIM
应用的价值，也发现了 BIM 技术的不足。
3. 2. 2 基于 BIM 技术的应用探索。目前，国内外
BIM 技术研究重点集中在虚拟设计、虚拟施工和仿
真模拟，国内研究停留在分析阶段。赵彬，王友群
等将 4D 虚拟建造技术应用在进度管理中，并与传统
进度管理进行比较，论证 4D 技术的优越性［21］。张
建平在先前建筑施工支护系统研究过程，引入 4D －
BIM 技术，生成随进度变化的支护系统模型，验证
4D － BIM 技术用于施工安全的可行性; 随后又针对
成本超支的现象，研究 4D － BIM 为提高管理水平提
供新方法［22］。赵志平等就平法施工图表达不清的问
题，验证 BIM 进行虚拟设计与施工的效果，并提出
了相应人才培养的模式［23］。柳娟花等分析国内外虚

681



纪博雅等: 国内 BIM 技术研究现状

拟施工研究现状，最后对虚拟施工在建筑施工应用
进行研究［24］。

因为 BIM 对硬件软件要求较大，云技术的发展
为 BIM 提供更大的平台，实现更大的规模效应。陈
小波考虑用“云计算”为 BIM 的协同提供便捷，三
个层次满足信息共享、企业权限需求和数据动态更
新的问题［25］。何清华提出基于 “云计算”的 BIM
实施框架，用 “云计算”的优势解决 BIM 的缺点，
构建系统的实施五层框架［26］。

BIM 技术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建筑理
念服务。绿色建筑是当前建筑技术研究的重要方向，
基于 BIM 技术开展绿色建筑建设的设想与应用成为
一项重点。除刘超进行结合 BIM 技术的建筑设计
外［27］，考虑基于 BIM 技术的绿色件数预评估系统，
考虑运用 BIM 技术分析建筑性能，实现低耗节能的
绿色建筑设计都成为深化绿色技术的方向。李慧敏
等还以绿色建筑为设计目标，从被动式建筑设计角
度论证应用 BIM 的重要性［28］; 刘芳也较为简洁的总
结 BIM 对绿色建筑产生的积极意义进行探讨［29］。针
对建筑节能，邱相武采用 BIM 技术的建筑节能设计
软件的开发，建立便捷的设计建筑模型，并分析相
关功能［30］; 云朋分析 BIM 与生态节能协同设计的框
架，并提出还需解决的问题［31］; 肖良丽对 BIM 在绿
色节能方面发挥的作用进行说明，并虚拟模型控制
一系列事件，达成建筑节能设计［32］; 徐勇戈提出
BIM 技术在运营阶段对设备运行控制、能耗监测和
安全疏散提供的技术价值［33］。

贾晓平认为，建筑的智能化是 “智慧城市”的
核心，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而 BIM 等
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是智慧建造的重要支撑。卫校飞
声称 BIM 技术将会是智慧城市的重要支撑，BIM 和
GIS 的融合在智慧城市中应用显著［34］。智慧城市将
在未来对 BIM 技术的发展指出一定的方向。
3. 3 基于 BIM 的工程管理研究

基于 BIM 的工程管理包括: 对项目管理模式的
研究，对项目目标的管理研究，对项目全寿命过程
的管理研究。如图 4 所示。

图 4 BIM 应用于工程管理的研究方向图

3. 3. 1 基于 BIM 的项目管理模式研究。张德凯认为

BIM 技术为建筑项目管理模式提供更有优势的选择，
分析各管理模式与 BIM 融合后的优缺点，为 BIM 项
目管理模式提出建议［35］。其中 IPD 模式、精益建造
模式、Partnering 模式作为新型的集成创新模式，强
调从团队合作、组织结构的沟通和风险共担等方式
实现集成化管理。BIM 技术为项目的集成化管理提
供支撑，建设生产效率得以提高并帮助业主实现经
济效益最大化。BIM 的充分应用可为集成创新模式
提供组织集成、信息集成、目标管理、合同等各方
面提供支持。赵彬等考虑 IPD 模式与精益建造模式
的交互意义，考虑基于 BIM 技术的两种模式协同应
用［36］。马智亮总结 IPD 的实践问题，归纳采用 BIM
技术可提升 IPD 实施效果的可行途径，构建了 BIM
技术在 IPD 中的应用框架［37］; 包剑剑等，研究 IPD
模式下 BIM 结合精益建造理念的管理实施，将顾客
愿望也通过 BIM 归纳到 IPD 管理中［38］; 滕佳颖，郭
俊礼等比较传统模式和基于 BIM 的 IPD 模式信息流
传递与共享方式及效率，研究 BIM 在项目及各阶段
的应用并提出相应建模策略和具体应用方法，并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以 BIM 为基础的 IPD 信息策
略以及信息策略七个基础模型，提出以多方合作为
基础的 IPD 协同管理框架［39 － 40］; 徐齐升，苏振民等
从并行工程、持续改进、价值管理等与 BIM 集成等
方面分析 IPD 模式下精益建造关键技术与 BIM 的集
成应用，并进行实例分析［41 － 42］; 徐韫玺，王要武等
提出 以 BIM 为 核 心 构 建 建 设 项 目 IPD 协 同 管 理
框架［43］。
3. 3. 2 基于 BIM 的项目目标管理研究。从工程项目
关键目标的角度，BIM 技术为建筑产品全生命周期
提供信息服务，协助质量，进度，成本，安全以及
文档合同的管理。赵琳等论证了 BIM 技术为进度管
理提供的便捷［44］; 何清华谈到进度管理系统本身的
问题，应用 BIM 技术后可优化进度管理，并对工作
流程进行设计［45］。李静等提出基于 BIM 对生命周期
的造价管理研究，BIM 应用可以有效控制全过程的
“三算”［46］; 张树建分析当前造价管理存在的问题，
以及 BIM 相应的应用价值［47］; 苏永奕同样分析 BIM
在全过程造价控制中各个阶段的不同作用，分析
BIM 应用形式及难点［48］。李亚东指出了 BIM 应用在
质量管理方面的实施要点和关键数据处理［49］。姜韶
华根据 BIM 可支持建筑全项目周期信息管理，提出
了一个系统化的建设领域非结构化文本信息的管理
体系框架［50］; 许俊青，陆惠民提出将 BIM 应用于建
筑供应链的信息流管理，并设计了供应链的信息流
模型基本架构［51］。
3. 3. 3 基于 BIM 的全生命过程管理的研究。全生命
过程的管理，包括全生命期内的信息集成与全生命
过程不同阶段的协同研究，既包括不同参与方的信
息集成与协同，又包括不同阶段的信息集成与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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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BIM 技术展开的信息集成化管理，为建筑业的
企业管理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改变施工企业的
传统管理模式，实现建筑企业集约化管理。潘怡冰
认为大型项目群利用信息集成管理可以使得组织高
效，而信息集成管理的核心是 BIM，运用 BIM 构建
了包括项目产品、全寿命过程和管理组织的大型项
目群管理信息模型［52］; 吕玉惠，俞启元等研究利用
BIM 技术进行施工项目多要素的集成管理，提出相
应的系统架构［53］; 张建平等通过研究集成 BIM 基本
结构、建模流程、应用架构以及建模关键技术，开
发 BIM 数据集成与服务平台原型系统［54］; 张昆从接
口集成和系统集成两大方面，对 BIM 软件的集成方
案进行初步的研究［55］。

全生命过程的协同，重点研究设计和施工的协
同，考虑设计阶段和施工阶段 BIM 的应用价值和潜
力，完善协同工作平台，实现无缝连接，提高设计
和项目施工的工作效率、生产水平和质量。BIM 技
术作为设计企业的核心竞争要素，王雪松、丁华从
空间造型能力、流程控制、沟通效率三方面探讨了
BIM 技术对设计方法的冲击［56］; 张晓菲强调 BIM 对
设计阶段流程优化的作用［57］; 王陈远分析 BIM 和深
化设计的应用需求，设计基于 BIM 的设计管理流
程［58］; 王勇，张建平研究 BIM 在建筑结构施工图设
计中的数据需求和描述方法，开发相应设计系统。
张建平等探讨 BIM 在工程施工 的 现 状，将 4D 和
BIM 相结合，提出工程施工 BIM 应用的技术架构、
系统流程和应对措施［59 － 60］; 刘火生等提出 BIM 为施
工现场的可视化管理提供便捷［61］。满庆鹏，李晓东
将普适计算和 BIM 结合研究以信息管理为基础的协
同施工［62］; 修龙总结设计单位提供的设计模型在施
工过程，因 BIM 模型精度需求不同，缺乏完善手段，
效益归属不明确等原因造成的无法直接使用［63］。部
分单位已经尝试应该 BIM 提升项目的协同能力，如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院进行恒温车间的改造，昆明建
筑设计研究院进行的医院项目三维协同设计等。
3. 4 BIM 应用经验总结研究
3. 4. 1 国外 BIM 应用本土化。关于美国的 BIM 研
究认识，王新从 2011 年起翻译了一系列 “BIM 教
父”杰里·莱瑟林关于 BIM 的认识和研究。详细讲
述 BIM 的历史、BIM 的定义、认为 BIM 不只是技术
更是过程，研究 BIM 的过程的自动化和过程的创新，
确定 BIM 自动化的质量等方面，说明 BIM 是什么，
在做什么，以及能做什么。总结 BIM 软件分类学的
问题，结合 BIM 过程的创新，质量和软件知识，建
立三维模型，最后对 BIM 研究进行展望［64］。整个系
列转述完整，构建合理，对 BIM 认识比较到位，深
入浅出，有很高参考价值。王新还总结了美国设计
行业 BIM 应用的历程，了解美国设计业 BIM 应用同
样存在问题，为国内应用提供参考借鉴［65］。杨宇，

尹航结合美国和中国绿色 BIM 应用部分，全面进行
现状分析和对比，提出中国向美国借鉴过程的特点
和要点［66］。张泳介绍了美国 建 筑 学 会 ( AIA ) 和
Consensus DOC Consortium 分的 BIM 合同文件，并对
其进行对比，为中国建立 BIM 合同提供建议［67］。吴
吉明就 BIM 的本土化进行策略研究，分析 BIM 在全
球和中国的发展机遇，提出包括过渡期，实践过程，
系统化建设等各部分管理策略，提供 BIM 推进需要
注意的问题思考［68］。
3. 4. 2 BIM 应用阻碍研究。BIM 技术进入中国本
土，在适应实际建造过程中，出现软件、硬件、组
织人员以及制度标准上的很多问题。部分学者着重
研究各种应用情况的问题，为下一阶段发展 BIM 提
供新思路。其中，张春霞也分别从各参与方的角度，
具体分析各方在面对 BIM 遇到的障碍［69］。潘佳怡和
赵源煜总结了国内外学者文献中涉及 BIM 应用阻碍
的部分，将 BIM 应用问题分为技术类，经济类，操
作类和法律类，基本概括了所有实例中 BIM 应用的
问题，较为完整。但问卷调查部分数据较少，因而
采用层次分析出的阻碍因素阻碍程度结果是否可靠
有待商榷［70］。何清华等从实例成果出发，总结了
BIM 在国内外应用的现状，并进行问题总结。针对
建筑企业的 BIM 应用，提出软件方面的不足和以及
法律方面与合同管理的空白，影响 BIM 实施［71 － 72］。
周毅等 则 讨 论 在 工 程 设 计 中 BIM 的 主 要 障 碍 与
对策［73］。
3. 4. 3 BIM 实施策略研究。部分学者从宏观上考虑
对 BIM 发展策略的研究，考虑 BIM 的分期目标，发
展路线图以及有关实施策略。何关培在其著书中对
BIM 发展战略模式进行探讨，分析了最大受益方是
业主，动力在施工方; 人才是技术发展的关键，价
值是市场开拓的关键; BIM 战略发展要从应用、工
具和标准三方面进行规划，并对三方面现状进行探
讨［74］。耿狄龙在 BIM 工程实施中总结了问题，提出
了 BIM 服务团队各自利弊，指出有业主主导最为合
理的策略［75］。程建华列举了 25 种 BIM 在建筑行业
的应用，认为建设监理单位作为 BIM 技术推广的推
手最为合适［76］。黄亚斌，以中建西南设计院实例作
支撑，从企业级的角度明确提出 BIM 应用实施分为:
战略实施规划，建立实施标准和流程［77］。王广斌，
刘守奎为提出建设项目 BIM 实施策划的意义，并探
讨策划的框架及主要步骤［78］。

4 BIM 研究所在阶段与发展方向

根据 Bilal Succar 教授对 BIM 成熟度的划分，前
BIM 时代主要是 CAD 技术，数据传递基本是靠图纸
等。后 BIM 时代，为全生命周期数据的管理。从前
BIM 时 代 到 后 BIM 时 代， 总 共 经 过 三 个 阶 段
( stage) : S1 以 主 体 为 基 础 的 模 型 ( object －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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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ling) 、S2 以模型为基础的协同 ( model － based
collaboration) 、S3 以网络为基础的集成 ( network －
based intergration) ［79］。如图 5 所示。

图 5 BIM 成熟图

以 BIM 成熟度的划分方式，我国 BIM 技术的研
究已经初具规模，国内 BIM 的研究处于在 S2 和 S3
阶段之间: 技术性问题，主要集中在设计阶段和施
工阶段的协同，包括 4D 虚拟施工等，需要更多的技
术指导为 BIM 发展做支撑。管理性问题，主要集中
在信息集成，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研究，并考虑相应
的项目管理交付方式，并与精益建造等理念相结合。
学者提出多种管理模式为 BIM 管理提供支持，IPD
支付模式优势较为明显，但是否存在更合适更实用
的管理，尚在研究中，还需要更多的实验和更深入
的思考。随着 BIM 技术研究的深入，BIM 标准需要
逐步规范，包括基于 IFC、IDM 的 BIM 标准研究。
整个过程，BIM 标准的研究和确定需要相应法律法
规政策的支持，这是国内科技研究的关键。如今因
为实际经验较少，学者对 BIM 应用障碍进行的总结
分析尚缺系统性，还需要配合相应合理的理论逐步
总结。目前，国内的 BIM 实施策略研究较少，在本
土化之后的 BIM 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是否可以依照
国外经验，还需结合中国特色，合理规划。制定更
有效的 BIM 战略为 BIM 的相关政策制定、研究重点
确定和 BIM 标准和法律规范提供有效的支持和引导。

因此，未来对 BIM 的研究，技术上，一方面应
侧重于功能需求的发现，与功能需求的满足，更多
的进行虚拟施工，使 BIM 不留于单纯的理念和设想，
另一方面，应降低 BIM 应用对高技术设备的依赖，
在满足 BIM 功能的基础上更低耗，如，云平台的引
入。管理上，一方面应规范 BIM 技术的衔接标准和
法律规范，另一方面应研究政策与市场，内因与外
力对 BIM 应用的实际参与者的引导与激励，解决管
理组织上的障碍，完成项目的集成化，推进建筑业
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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