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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岗位胜任力的调酒师酒水技能训练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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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国内高星级酒店业的高速发展，作为高星级酒店餐饮服务配套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酒吧受到越来越多从业者的

关注。在高星级酒店酒吧的众多岗位中，调酒师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岗位，不仅要求懂得餐饮服务的相关知识与技能，还要

求熟练掌握酒水服务与制作的专业技能。本研究在目前国内酒吧行业的实际发展和需求前提下，结合岗位胜任力模型，提

出了高星级酒店调酒师酒水技能训练模型，并通过访谈对模型进行验证。最终得出高星级酒店调酒师需要具备的专业酒水

技能包括，酒水能力、设备能力、器具能力和技术能力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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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据《中国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 年，

国内游客数量跃升至 32.46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8%，旅游

消费总额达到 2.92 万亿元，同比增长 31.0%；在线旅游交

易额也达到了 1.47 万亿元，同比增长 34.9%，这些数据清

晰地反映出旅游业的复苏态势。旅游已不仅是个人生活品质

追求的体现，更成为推动地方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

力。作为旅游接待业重要组成部分的酒店业也因此面临日益

加剧的竞争，与旅游业的联系更为紧密。

国内酒店业的发展也带动着酒吧业的发展，现代人生

活方式与世界接轨，酒吧也成了城市间旅游与文化最直接的

标志之一。同时，伴随着大量资本对酒店业注入，大批高

星级酒店酒吧应运而生。但由于高星级酒店酒吧在我国目

前仍然属于发展初期，通常集中于国内经济较为发达的地

区，且存在较多照搬国外高星级酒店酒吧经营管理模式的

情况，所以其经营管理面临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最

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高星级酒店调酒专业人才的培育，即

调酒师的培养。

调酒师是酒吧经营的基础，同时也是酒吧产品生产与

制作的核心，目前由于国内高星级酒店业的迅速发展，作为

拥有专业技能的调酒师需求也大幅增加。本研究结合国内高

星级酒店酒吧管理的现状与酒水工作要求，对调酒师岗位的

工作任务进行了分析，结合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调酒师酒水

技能训练模型，并运用模型对江苏省南京市的部分高星级酒

店在岗调酒师进行访谈调研，进一步论证模型的有效性和科

学性。

二、基于岗位胜任力的调酒师酒水技能训练模型的构建

（一）岗位胜任力模型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科技进步的不断推进，行业对

调酒师岗位要求也越来越高，而具备强大的岗位胜任力成为

了每一位高星级酒店调酒师的基本素质。岗位胜任力通常由

三大要素构成，即专业知识与能力、团队协作与合作、创新

意识与能力。

1、专业知识与能力

在高星级酒店酒吧各个岗位的工作中，一名酒吧员工是

否具备了强大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是最基本的考核标准。具备

强大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仅仅是对员工服务质量与服务水

平的保障，也是为酒吧打赢市场竞争提供了基石。在当下社

会，酒水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更新速度十分迅速，只有不断地

学习和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才有可能在职场中站得住脚。

2、团队协作与合作

在高星级酒店酒吧的日常运营与管理中，团队合作和

协作能力是一名酒吧员工是否能够胜任其所在的岗位的重

要考量因素。拥有强大的团队合作和协作能力的酒吧员工不

仅仅是有价值的员工，也是更加有能力、更有发展前景的员

工。究其原因，强大的团队合作和协作能力可以帮助酒吧员

工更好的融入团队，更好地理解企业文化和企业价值，在团

队中不断地学习和提高是更容易达成的。

3、创新意识与能力

在酒店中，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了酒店业作为旅游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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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重要构成的核心社会使命，一名具备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的高星级酒店酒吧员工不仅仅是一名有价值的员工，也是一

名能为酒店带来新想法、新方案的员工。在酒吧行业中不断

地变革和创新是赢得市场竞争的关键，而那些能够具备思维

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员工将会成为酒吧不可或缺的基层力量。

（二）基于岗位胜任力模型的调酒师酒水技能训练模

型构建

调酒师技能训练模型构建是在岗位胜任力模型的基础

上，结合调酒师岗位的主要工作任务和职业要求进行设计，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酒水能力、设备能力、器具能力和技

术能力（图 1：基于岗位胜任力模型的调酒师酒水技能训练

模型）。

图 1：基于岗位胜任力模型的调酒师酒水技能训练模型

1、酒水能力

酒水能力是酒水服务管理的基础与前提，包括了解酒

水发展历史、酒水的酿造制作工艺和酒水的类型及特点。其

中掌握酒水的类型和特点该项能力的重点。酒水按照其是否

含有酒精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酒精饮料；二是无酒精饮料。

酒精饮料包括发酵酒、蒸馏酒、配制酒；无酒精饮料包括矿

泉水、果蔬汁、碳酸饮料、咖啡、茶等。

2、设备能力

设备能力是酒水服务管理的硬件条件之一。吧台是酒

吧向宾客提供酒水及饮用服务的工作区域，是酒吧的核心部

分，摆放着酒吧产品生产的所有设备。吧台承担了酒吧几乎

所有的酒水制备工作，是酒吧利益收入的核心来源地。吧台

与厨房不同，吧台是布置在酒吧运营区域的，作为一个完全

开放式的酒水制作及二次加工区域，一般由前吧台、后吧台

和过道构成。根据功能也可以将吧台分为酒水制备区、洗杯

清洁区、酒水展示区、客用服务区等。

3、器具能力

器具能力是酒水服务管理的另一项硬件条件。酒吧经

营中的器具主要是和酒水服务相关的玻璃器皿和服务工具，

对于一名专业的调酒师而言必须要熟悉酒吧各类器具的类

型与功能，在日常酒水制作和对客服务过程中能够熟练使用

各类器具。另外，器具也是酒吧产品呈现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适且规范的器具选择与使用可以直观且有效的提高酒吧

产品的美观度，达到提高酒吧宾客满意度的效果。

4、技术能力

技术能力主要是指在酒吧各类酒水的制备过程中所必

须使用到的各类调制技术与服务技术，因为酒吧的酒水品类

众多，如鸡尾酒、葡萄酒、烈酒、咖啡、茶等，这些酒水不

仅在类型及特点上存在巨大差别，在制作与服务过程中使用

的专业技术也会存在较大不同，因此作为一名酒吧调酒师必

须熟练掌握各类酒水的制作与服务技能，面对不同宾客的酒

水需求，能够使用正确且规范的方法完成酒水制作与服务，

此外技术能力也是调酒师参加各类调酒师竞赛的核心能力，

往往决定着最终的结果。

三、基于岗位胜任力的调酒师酒水技能训练的实证研究

（一）访谈设计与实施

本研究基于构建的调酒师酒水技能训练模型设计访谈

提纲（表 1），在题项的设计上选择里克特五级量表，5 代

表非常赞同、4 代表比较赞同、3 代表一般赞同、2 代表不赞同、

1 代表很不赞同，并选择江苏省南京市 10 家高星级酒店调

酒师进行访谈，根据访谈结果来验证本研究构建的酒水技能

训练模型是否能够真实、客观、有效的促成调酒师酒水技能

的培养。

表 1：调酒师酒水技能访谈提纲设计
项目 指标 题项

调酒师酒
水技能访

谈

酒水能力  酒水能力包括哪些内容
 酒水能力是调酒师酒水技能训练的必要内容

设备能力  设备能力包括哪些内容
 设备能力是调酒师酒水技能训练的必要内容

器具能力  器具能力包括哪些内容
 器具能力是调酒师酒水技能训练的必要内容

技术能力  器具能力包括哪些内容
 器具能力是调酒师酒水技能训练的必要内容

（二）访谈数据分析与总结

从访谈数据（表 2）可知，目前构建的调酒师酒水技能

训练模型能够比较好的满足酒吧对调酒师酒水能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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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酒水能力、设备能力、器具能力和技术能力的能力

要求范围维度，一名专业的调酒师应该具备的酒水能力包括

咖啡、软饮、鸡尾酒、白酒、西方烈酒、葡萄酒和利口酒等

酒水知识，主要包括酒水类型、特点、制作工艺和服务制作

方法；设备能力包括酒水制作设备和酒水储存设备的操作能

力，具体包括制冰机、咖啡机、搅拌机等设备的维护保养和

使用；器具能力方面包括调酒工具和服务工具两方面，其中

调酒工具主要是指鸡尾酒调制的各类工具的使用。服务工具

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托盘类的服务工具，另一类是玻璃器

皿类的酒水载杯。技术能力和酒水能力相呼应，主要包括鸡

尾酒调制、茶服务、咖啡制作、烈酒服务和酒水品鉴能力，

其中酒水品鉴能力为调酒师技术能力中的高阶能力，需要建

立在调酒师对酒水有一定认知的基础上，结合大量的实践才

能够培养和建立的专业能力。

表 2：调酒师酒水技能训练访谈数据统计表

酒水能力 设备能力 器具能力 技术能力

能力要求

 咖啡
 软饮
 鸡尾酒
 白酒
 西方烈酒
 葡萄酒
 利口酒

 酒水制作设备
 酒水储存设备

 调酒工具
 服务工具

 鸡尾酒调制
 茶服务
 咖啡制作
 烈酒服务
 酒水品鉴

能力认同 95% 表示非常赞同 97.4% 表示非常赞同 96.5% 非常赞同 98% 表示非常赞同

四、结语

本研究在传统岗位胜任力模型基础上，结合目前国内

高星级酒店酒吧管理和调酒师培养现状，构建了调酒师酒水

能力训练模型，该模型包括酒水能力、器具能力、设备能力

和技术能力四个维度，并依据该模型对国内多家高星级酒店

在职调酒师进行了访谈和验证，结果表明此四项能力与目前

国内高星级酒店调酒师岗位酒水技能胜任力高度相关，掌握

这些能力能够有效提高调酒师的专业能力，对于调酒师酒水

技能的养成有着重要意义。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

在模型的验证上仅仅选取了南京地区部分高星级酒店调酒

师进行访谈，未对国内其他地区及城市的高星级酒店调酒师

进行访谈。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也可能会

导致酒吧消费人群对调酒师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有所不

同，故在未来的研究中将拓宽研究范围，以实现对该模型的

修正与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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