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建筑 人工智能？建筑人工智能

其实建筑 人工智能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建筑人工智能
，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建筑 人工智能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
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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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建筑学的发展方向

可以将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运用到建筑学的设计中。未来的建筑学的课程也将随之
变化。随着A.I.人工智能技术日渐成熟和建筑学者们的积极研究探讨，平面图自动
生成程序终于被研发面世。

A.I.人工智能设计工具的发明出现给予建筑领域带来未来无限可能，也唤起了对未
来工作模式的想象。A.I.将成为设计师紧密的伙伴，从设计最初至设计成果将分为5
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CITIZENS民众--从民众的日常使用设备如手机、笔记本、平板电脑等
获取信息，

第二阶段：INTERNET网络--资料收集上载到云端，

第三阶段：SORTINGALGORITHM算法分类--以计算机算法推算和过滤，提供最
有关联的资料，

第四阶段：ANALYSEBYAISOFTWARE人工智能分析--AI进行分类和分析，并起草
一个粗略的计划，

第五阶段：ANALYSEBYARCHITECTS建筑师分析--建筑师和规划师改进该计划，
其结果是一个经由人工智能和人类思考分析的完整计划。

A.I.在建筑领域中的前景未来是乐观的。

建筑设计的人工智能产品前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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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将会彻底地颠覆人们的生活，包括各行各业，
以后需要人工的会越来越少，人们会享受着科技给人们带来的便利和另一种生活。

有人说建筑企业要建筑信息化，为什么？

建筑信息化，是我国建筑业发展的重点内容与趋势方向之一。如果说CAD（计算
机辅助设计）结束了“手绘图纸”时代，设计师摆脱图板束缚，开始进入建筑信息
化发展时代；那么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出现，则极大的加速着建筑信息化
发展的进程。

1

从发展演进来看，BIM技术是CAD等设计软件深度研发应用的结果，代表着数字化
设计发展的进步；

2

从实践应用来看，BIM技术不仅能应用于设计环节，还可以贯穿整个建筑生命周期
，提高不同建设环节的信息化水平；

3

从技术效能来看，BIM技术区别于传统CAD，其创建的建筑信息模型包含指定项目
相关信息的完整数据库，如相关构件的大小尺寸、数量、位置关系等等，优于二维
图纸的视觉呈现，利于设计与施工信息的有效传递。

因此，近年来国家发布多项政策文件，大力推动BIM技术在建设工程领域的快速发
展。各地区政府也不断尝试在不同建设工程领域、环节试点应用BIM技术。

1、政策支持，推动BIM技术快速发展应用

2020年4月3日，人社部、市场监管总局、统计局联合发布新职业，确定了13个新
职业信息，其中之一即是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BIM工程师），这标志着我国BIM
技术职业发展正式进入政策视野，促进着BIM技术人才的培育与发展。

此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多部政策文件，制定相应的技术规范标
准，大力推动BIM技术的快速发展应用：

国家政策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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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6日，住建部发布的《关于推进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的指导意见》文件
中明确了具体推进目标：到2020年末，建筑行业甲级勘察、设计单位以及特级、一
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企业应掌握并实现BIM与企业管理系统和其他信息技术的一体
化集成应用;注重引进BIM等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培育精通信息技术和业务的复合型
人才，强化各类人员信息技术应用培训，提高全员信息化应用能力。

2016年8月23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2016-2020年建筑业信息化发展纲要》
提出：“十三五”时期，全面提高建筑业信息化水平，着力增强BIM，信息技术应
用能力加强信息技术在工程质量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2017年5月2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提出要稳步推进BIM为代表的前沿信息技术在勘察设计行业的应用。

2020年4月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关于印发《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司2020年工作要点》的通知，提出采用“互联网+监管”手
段，推广施工图数字化审查，试点推进BIM审图模式，提高信息化监管能力和审查
效率。

地方政策探索

2014年开始，各区域政府相继发布政策意见，推广BIM技术的试点应用；2017年
，贵州、江西、河南等省市加入政策推动行列；2018年，重庆、北京、吉林、山西
、深圳等地出台相关政策意见，推动BIM技术在各建设工程领域、环节的应用；20
19年，山东、海南、广州等地深入探索BIM技术在招投标、工程监理、施工图审等
环节的实践应用。

技术规范标准

随着BIM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践应用不断扩大，国家与地方也开始着手建立相应
的应用标准，规范指导行业发展。

1

2016年，住建部批准第一部BIM应用标准《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2

2018年，浙江省住建厅发布浙江省工程建设标准《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统一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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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8年，广东省住建厅发布广东省标准《广东省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4

2018年，河南省住建厅正式批准的《民用建筑信息模型应用标准》、《市政工程
信息模型应用标准(道路桥梁)》、《市政工程信息模型应用标准（综合管廊）》、
《水利工程信息模型应用标准》；

5

2019年，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发布《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建筑
工程设计信息模型制图标准》和《建筑信息模型分类和编码标准》三本BIM领域内
重要的国家、行业标准；

6

2020年，湖南省住建厅发布《湖南省装配式建筑信息模型交付标准（征求意见稿
）》；

2、BIM技术的发展困境

近年来，在政策力量的持续推动下，国内BIM技术应用在建设工程领域获得了较快
的发展。但由于发展时间较短，BIM技术在市场环境、技术人才、配套保障制度等
方面面临一定发展困境。

市场环境：甲方权利过大，朝令夕改

目前，国内建筑市场仍存在一些发展问题，各类建设活动主体的不规范市场行为严
重阻碍着建筑业健康快速发展。BIM技术的市场发展也受此影响，难以有效推广应
用。

以建设单位为例，在明显的市场优势背景下，建设单位常常强势干预设计工作，迫
使设计人员变更设计，朝令夕改。然而，BIM技术应用的最终成果，是一套完整、
精确的全息模型，频发的设计变更将极大的增加设计人员工作量，降低BIM应用效
率，甚至可能还不如采用传统设计方法高效。

技术人才：人才培养成本高，技术推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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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BIM技术，客观上需要专业的技术人才支撑，但目前国内BIM技术行业存在较
大的人才缺口。在人才培养方面，BIM技术的人才培育成本较高，培育时间较长，
对我国BIM技术的快速发展应用造成一定影响。

同时，尽管工程设计是BIM技术应用较早、较成熟的环节场景，但BIM技术在国内
工程设计领域的实际应用并不理想，一方面技术应用成本较高，投入产出不成正比
；另一方面，各大设计院的设计专家已在CAD领域深耕多年，技术积累都在这一领
域，主观上并不愿重新进入BIM技术领域重新学习，重新建立优势。这就导致BIM
技术在工程设计环节的应用推广进展缓慢，更不必谈监理、施工等环节的技术应用
。

配套制度：技术风险缺乏保障

如上文所述，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即BIM工程师，已在2020年4月正式成为国家认
可的社会职业。基于工程建设活动的高风险性，相应的，BIM技术应用也存在一定
的技术风险，对工程质量、施工安全产生影响。但就目前而言，国内尚未建立起较
为完善的风险责任制度与风险保障制度。

从整体上来看，近年来我国BIM技术发展获得了国家在政策上的大力推动，这也是
影响BIM技术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发展时间较短，我国BIM技术仍面
临多方面的发展困境，亟需国家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出台相应的人才培育政策，
建立完善的风险责任与保障机制。

如何看待碧桂园发展建筑机器人？

近年来，有不少房企在加码新产业布局。如恒大发展新能源汽车、融创跨界大健康
产业，碧桂园也不例外，进军机器人产业，成立博智林机器人公司，定位升级为高
科技综合性企业。

观察一个公司对新业务的发展决心和信心，不是听口号喊得有多响，不是看宣传有
多猛烈，更不是看目标定得有多宏伟。资金投入和人才引入，才是真正评价一家公
司是否打算大展拳脚的指向标。

我们通过以下这些鲜亮的数据，足以看到碧桂园在打造世界一流机器人研发基地这
件事上是认真的。

截止到今年八月末，博智林研发团队的人数已经有1840人，其中拥有博士与硕士
学历的人才占了31%。在公司成立1年多的时间里，如此大手笔招纳人才，实属少
见。

                                    5 / 6



智行理财网
建筑 人工智能？建筑人工智能

博智林计划在五年内至少投入800亿元到机器人领域，申请了超过六百项行业相关
的专利，总共研发了37款建筑机器人，其中9款已经进入项目现场进行试运作。

让人很惊喜的是，碧桂园的建筑机器人、医疗机器人、餐饮机器人三大在研产品线
已完成多款样机研发，进入测试及小批量量产阶段。以下图片就是在央视报道中，
碧桂园正在运行中的机器人。

试想想，碧桂园有超过2000个项目，旗下的物业、酒店、智慧家居等板块都可以
融入智能化的建设、管理和服务，这片土壤的未来发展空间该有多大呀！而这些应
用场景也是其他机器人公司并不具备的优势。

在房地产的“下一个十年”，科技赋能建筑业，或许是房企打破发展瓶颈的关键。
而碧桂园已经在这个风口上，竖起了一面旗帜。

好了，文章到此结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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