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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界有新「語言」？

　　「學好語言，一生受用」這句話，相信在大部分在職人士的心目中都是個金科玉律。那麼在測量界中，也有「

語言」這回事嗎？當然有。

　　以工料測量師為例，作為工程合約管理及成本控制的專家，Standard Form of Building Contract （工程標準

合同）及 Standard Method of Measurement（量度標準） 都是必需熟讀的 「語言」， 好讓來自不同機構 （業主

、顧問、承建商）的工料測量師能夠在同一基礎上進行溝通。

　　近年筆者在同行間時常聽見一種新 「語言」，就是 BIM （建築信息模擬）。早前筆者看見一張名為「10個創

新研發重點2017」的海報，10個研發重點中，BIM 竟然佔了3個！其實現在多國的政府部門及企業，都因為看到 BIM

能提高設計的可能性、能配合3D掃描技術以及協助施工規劃，從而開始了解它的巨大潛力。

為年青測量師帶來機遇

　　筆者於今年6月，應發展局邀請參加 「一帶一路經驗分享會」。聽着建築師羅發禮James Law逐一親述他於十數

個一帶一路沿綫國家所設計的經歷，心裏便有個疑問：他的建築設計如此獨特，如何讓不同國家的專業人士了解他

的設計？筆者研究他公司為中學生舉辦的暑期體驗課程，便找到答案。對！又是BIM。這樣看來，BIM 將會是建築界

專業人士通往國際的鑰匙，想必成為新一代工料測量師必需熟讀的一種新「語言」！

　　近年不同測量範疇也冒起新「語言」，如土地測量的 「空間數據」，物業設施管理的 「智能建築」，以及規

劃及發展的 「可持續發展」。這些全球化的新穎 「語言」，想必為樂於學習新事物的年青測量師，帶來意想不到

的新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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