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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尊”项目 BIM技术应用实践
 ——技术与管理互动
      撰文  罗能钧  北京中信和业投资有限公司

1 项目需求与 BIM 导入

“ 中 国 尊 ” 项 目 建 筑 高 度 5 2 8 m ， 地 上

108层，地下7层，总建筑面积43.7万m2，是

一幢集办公、会议、商务与观光于一体的综合

型超高层建筑，具有投资额大、开发建设周期

长、技术复杂和参建单位多等特征。

“中国尊”的项目愿景是将建成一个具

有新经济时代特征、全球著名的超高层建筑

精品。“大数据”、“数字技术”、“云平

台”、“智慧建筑”等系列表征“新经济”时

代特征的概念和“中国尊”愿景的契合度都

驱动着一项新技术植入一座建筑，这就是BIM

（建筑信息模型）。

但真正提出要用BI M做“中国尊”的时

候，我们也有一些顾虑，比如说软件的成熟

度，软件之间数据的交互性，还有参与项目的

施工承包商对于相关技术掌握的程度如何等。

针对这些疑惑我们做了大量的调研，认为BIM

技术的实施已经具备了硬件、软件的基本条

件，只是缺乏良好的整合经验可以借鉴。

另外BI M技术的价值点很多，但哪些是

对我们这个项目真正有价值的？2011年11月

7日，中信和业公司第一次召开“中国尊”项

目BIM技术应用启动会，为项目BIM应用的目

标定下基调，即不为BIM而BIM，而是确实要

提高项目增值，真正在项目全过程中系统地应

用推广BIM。因为当时BIM在中国虽已如火如

荼、遍地开花，但真正在项目全过程中系统应

用BIM的还几乎看不到，于是全过程应用BIM

就成为我们项目的总体目标。

2 BIM 的应用目标及基本原则

从 2 0 1 1 年 底 至 2 0 1 2 年 初 ， 中 信 和 业 公

司组织了10多次BIM应用技术研讨及BIM应

用项目实践的考察活动，组织具有BIM技术

应用优势的9家公司（建筑设计院或软件供应

商）进行了“中国尊项目BIM技术应用研讨

会”，同时，针对“中国尊”项目特征，征

询国内BIM应用方面知名专家的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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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了“中国尊”项目的BIM应用目标和

原则。

2.1 BIM 应用的基本目标

（1）加快建设进度，缩短工期，降

低成本，为大楼运维提供数据基础。

（2）在“中国尊”项目建设全过程

中，BIM应用的深度、广度和系统性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2.2 BIM 应用的基本原则

当时非常流行设计师完成设计以后，

再找一些人“翻译”成BIM，BIM更多的

时候是用来营销，而不是用来提升项目价

值，但实际BIM技术的优势却恰恰在于后

者，这也是人们认为未来BIM的发展趋势

一定是革命性的，至少是管理流程的创新

的原因。于是针对BIM应用的特点和优势

我们也制定了如下基本原则。

（1）整体策划，分步实施

策 划 的 时 候 我 们 请 了 在 B I M 技 术 应

用、B I M 技 术 推 广 方 面 比 较 有 经 验 的 技

术 供 应 商 进 行 研 讨 ， 落 实 计 划 ， 分 步 骤

实施。

（2）遵循标准，规范流程

当时BIM技术是没有标准的，没有标

准 怎 么 办 ？ 我 们 在 项 目 上 就 要 制 定 一 个

游 戏 的 规 则 ， 一 定 要 让 项 目 的 所 有 参 与

方 都 遵 守 相 同 的 游 戏 规 则 ， 共 同 建 模 ，

共 同 传 递 模 型 ， 共 享 数 据 ， 规 范 流 程 。

模 型 怎 么 移 交 ？ 设 计 各 阶 段 的 模 型 怎 么

协 同 ？ 相 应 的 流 程 都 需 要 进 行 规 范 ， 对

文 件 的 命 名 、 管 件 的 延 伸 也 都 要 做 详 细

的 规 定 ， 于 是 我 们 编 制 了 《 “ 中 国 尊 ”

项目BIM实施导则》。

（3）BIM同步，应用延续

我们认为完全用三维技术做设计是不

可能的，因此要求二维和三维模型的图纸

差距不要太大，要同步。

（4）业主推进，商务支持

BIM技术的流行也吸引了业主关注，现

在有很多项目确实在一开始招标的时候业主

就提出了运用BIM的要求，但由于没有对应

的商务支持（资金支持），导致最后走向了

形式主义。我们认为新技术的引进不仅仅是

业主受益，应该是业主及设计方共赢的，设

计方使用这个技术不仅提高了品质，也培养

了企业自身的核心能力。但他们也会因此增

加非常多的工作量，应有相应的收益。鉴于

此，我们在一开始就为“中国尊”项目的

BIM团队提供了大力的商务支持。

3 BIM 应用导则

《“中国尊”项目BIM实施导则》的

基本内容包括BIM管理规范和BIM技术标

准，是“中国尊”项目在建设全周期内应

用BIM技术的纲领性文件，项目所有参与

方共同遵循导则中的规范和标准开展BIM

工作，以保证BIM应用为“中国尊”项目

增值。

图1 设计阶段BIM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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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项目各参与方在BIM技术应用

过程中对信息的沟通和协调，在《导则》

的技术标准制定过程中，中信和业公司深

入调研和征询了设计联合体各方的BIM应

用经验及二维与三维协同工作习惯，在设

计联合体各方基本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编制

完成了设计阶段的BIM实施导则。同时，

为了确保BIM技术在“中国尊”项目建设

全过程应用中的BIM信息交换标准能够满

足连续性要求，我们针对“中国尊”项目

特 点 提 出 了 一 个 具 有 开 放 性 和 实 用 性 的

BIM实施导则框架体系，随着“中国尊”

项目的推进及BIM应用经验的积累，这个

体系将逐步深化和完善。

4 BIM 管理流程

我们根据“中国尊”项目管理体系建

立了“中国尊”项目设计阶段和施工阶段

的BIM管理流程，BIM的创建与更新遵循

“谁设计谁建模”的基本原则，将BIM责

任与项目合同责任一一对应（图1，2）。

5 技术与管理互动

在BIM技术推广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

清楚项目的管理模式，每一个参与方在这项

新技术里面，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起到

什么样的作用？业主方、设计方和施工方作

为项目建设的三个基本主体，BIM应用重点

是不一样的，设计方主要是建模，施工方主

要是模型应用及进一步完善，业主方的重点

是模型管理及信息应用。在国际简单的三方

体系中植入中国项目管理的时候，由于受到

我国建设管理法规的约束，就需要进行设计

管理的创新。

我们构建了一个体系——BIM管理体

系 ， 业 主 要 管 的 就 是 设 计 模 型 、 施 工 模

型，将来如果可能，还要对运维模型进行

管理。各个模型进行协同后汇总成一个总

的模型，经由业主与相应技术部门共同审

核后，再移交到下一个阶段。

施 工 阶 段 的 B I M 模 型 由 施 工 总 包 负

责，整个模型有一个“总-分-总-分”的

过程。就是设计阶段模型移交到施工阶段

模型以后有一个模型的交替，施工总包接

到这个模型以后，会分给土建、钢结构去

做专业模型，再汇到总模型里面，再分建

出来，变成最后指导现场的施工模型，这

是一个完整的流程。整个施工过程完成以

后，跟原来的设计模型进行比较，在此基

础上选择整理运维数据的基础。

6 总结

在 “ 中 国 尊 ” 项 目 的 开 发 建 设 中 ，

BIM技术的引入是从业主方的项目管理需

求 开 始 的 ， 目 前 已 经 完 成 了 整 体 策 划 和

初步设计阶段的BIM成果。从BIM技术在

“ 中 国 尊 ” 项 目 的 应 用 实 践 看 ， 在 技 术

与管理的协同层面，更加容易理解BIM的

价 值 。 但 从 项 目 管 理 角 度 来 看 ， 究 竟 应

该 怎 样 运 用 B I M 技 术 才 能 真 正 发 挥 其 价

值？BIM技术对应的项目管理模式是整体

交付模式，即IPD（Integrated Pro ject 

Del ivery），只有从“零和博弈”理念的

契约关系转变为“多赢理念”下的伙伴关

系，通过系统集成和充分协同才能充分发

挥BIM的价值。在中国现行的建筑管理体

制下，EPC项目管理模式仍然无法实施，

因此，对于单个项目而言，BIM技术的有

效推动力量主要来自业主，业主对项目管

理的整体规划非常重要。要做到设计本身

的各个阶段及设计阶段与施工阶段的“无

缝衔接”，需要在管理流程和管理模式上

有所创新，但这种创新的压力不仅来自惯

性思维的制约，还受制于建设管理体制的

制约，需要全社会、全行业共同推进。

图2 施工阶段BIM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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