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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專業吧檯 手沖咖啡下階段跟進 
新北市飲料調製運送服務職業工會副理事長張峻維 口述 

「職能基準發展與應用推動計畫」專案辦公室 撰 

                    
 
現煮咖啡市場十年來爆炸性成長，成為

許多人生活中的必需品，相對帶動人力市場

需求。新北市飲料調製運送服務職業工會之

「義式咖啡調製人員班」通過職能導向課程

品質認證，今年規劃再申請「手沖咖啡調製人

員課程」認證，協助咖啡產業人員專業技術能

更上一層樓。 
 
 
 

 

 

 

台灣的咖啡消費市場近年銷售量連年增長，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四大連鎖超商、全聯福利中心、美

廉社及不少平價咖啡品牌無不搶攻現煮咖啡市場，帶動台灣咖啡人口普及化。四大超商一年賣出 4 億杯

現煮咖啡，粗估市場規模達 180 億元；連鎖咖啡店市場規模則達 230 億元。罐裝咖啡龍頭金車食品總經

理李玉鼎就曾公開指出，過去十年，台灣整體咖啡市場銷售規模大增 200 到 300 億元，成長力道驚人。

（引自自由時報財經政策新聞） 

 

義式咖啡調製人員職能課程 

連鎖超商搶攻 近十年銷售規模增百億 

 

新北市飲料調製運送服務職業工會培訓義式咖啡調製人

員。（照片由新北市飲料調製運送服務職業工會提供） 

http://natrilix956956.pixnet.net/blog/post/27258372-%E5%92%96%E5%95%A1%E8%88%87%E6%B4%8B%E8%94%A5%E4%B9%8B%E9%96%93%E7%9A%84%E9%97%9C%E4%BF%82!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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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飲料調製運送服務職業工會副理事長張峻維（以下簡稱張副理事長）表示，日本每人每年平

均消費量為 400 杯咖啡，美國、澳洲則是 300 杯以上的數量，韓國為 140 杯，與國人每年平均消費不到

80 杯咖啡來相比較，「台灣的咖啡消費市場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張副理事長指出，消費量及家數的增加代表咖啡相關飲料從業人員持續存在需求，104 人力銀行調

查，北台灣 105 年 7 月的飲料職缺人數為 3,372 人，求職人數為 1,587 人，108 年 7 月飲料職缺人數為

2,701 人，求職數為 1,382 人，單月都有超過千人以上的人力缺口。 

 

 

 

新北市飲料調製運送服務職業工會過去曾開辦義式、手沖及虹吸咖啡調製人員入門課程。看準咖啡

消費市場的成長力道，張副理事長表示，義式咖啡的市場相對較大，入門門檻、市場上就業人口及店家

比例高，加上國人飲料飲用習慣轉為咖啡的消費型態人口較多，所以第一階段先鎖定義式咖啡調製人員

課程，申請職能導向課程認證。 

「星巴克及路易莎等咖啡連鎖店都有自家的基本手法，若想應徵咖啡調製人員，店家也會希望要有

相關經驗或資歷。」張副理事長表示，早期與咖啡調製人員相關的認證，歸在技能檢定丙級，但時數及

內容都很簡略；國外雖有相關的認證，台灣針對咖啡調製人員卻沒有專門的認證課程，所以藉由目前職

能政策推動，盼透過 iCAP 職能導向課程認證，發展咖啡調製人員的職能導向課程。 

 

 

 

 

 

 

 

 

 

鎖定人力缺口 培訓義式咖啡吧檯專業 

首批試辦班 12 名學員，學習義式咖啡調製專業。（照片由新北市飲料調製運送服務職業工會提供） 



 

9 

 

 

 

 

 

 

新北市飲料調製運送服務職業工會在 108 年 5 月進行產業專家訪談，在琥珀色咖啡負責人張世勳，

及台灣飲料調製協會理事葉秋玲的建議下，認為第一步應針對義式咖啡調製人員短缺的問題對症下藥，

開辦相關課程訓練，來補足人力市場需求。 

 
 
 
 

 

 

 

 

 

 

 

 

 

新北市飲料調製運送服務職業工會義式咖啡調製人員課程，在 108 年 6 月開辦 iCAP 職能導向課程

認證試辦班，課程總時數為 54 小時，課程內容包括三個單元訓練，分別為義式咖啡概論、義式咖啡沖煮

法與奶泡融合與拉花。教學方法分別包含專業知識講授教學、專業技能示範教學及專業技能實作練習等。 

張副理事長指出，課程訓練目的為提供新北市義式咖啡相關產業人力需求，促進會員及失業勞工學

習義式咖啡專業技能後就業，因此並未設定任何先備條件，沒有相關經驗也能來報名，訓練課程聚焦在

義式咖啡基礎知能與技能，「目的是學員從咖啡新手，訓練到可以到相關工作領域擔任吧檯」。 

義式咖啡調製人員班第一梯試辦共有 12 名學員，最後有 10 名順利結業，學員背景有的來自路易莎

咖啡連鎖店，有的則是早餐店或自營咖啡店老闆。張副理事長舉例，過去早餐店的義式咖啡運作模式，

多半是廠商給咖啡豆，用咖啡機按個按鈕就結束，「店家雖然會操作，咖啡卻未必好喝。」 

 

 

54 小時特訓 新手搖身變吧檯 

義式咖啡調製人員課程，訓練學員從完全沒有經驗，到學會咖啡沖煮、奶泡與拉花等必備技能。 

（照片由新北市飲料調製運送服務職業工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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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副理事長表示，職能導向課程透過評量檢驗學員職能，是一種能力檢驗，除學科外還有實作，訓

練強度較高，學員回到工作崗位上，對於義式咖啡在調製時需要填壓的公克數及萃取時間長短都會有概

念，較不會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張副理事長表示，目前規劃第二梯將在 109 年下半年，投入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簡稱產投方案）開

辦義式咖啡調製人員班。而因為職能導向課程透過評量檢驗學員職能，這時學員素質及學習動機就很

重要，如果一班 24 名若只有 4 名未來有心投入相關產業，不僅老師會教得很挫折，同時影響學習成效。

因此工會將視產投方案開課實際狀況，再決定未來開課模式，並評估先備條件是否有調整的必要。 

 

 

 

義式咖啡調製人員班由張副理事長一手催生，政府推動 iCAP 職能導向課程認證過程，前期因產投方

案有政策限縮致課程受到規範，核班數不多，後來政策改變致通過認證 iCAP 課程也陸續申請通過，於是

張副理事長在 106 年先參加「職能基準發展與應用推動計畫」專案辦公室舉行的課程認證說明會，了解

政策方向後，在 107 年與 108 年陸續報名參加訓練規劃與評量職能基準課程、職能分析職能導向課程等

相關訓練，逐步建構義式咖啡調製人員班的雛形。 

工會在 108 年初確定要導入 iCAP 後，開始找老師及經費資源，設定 8 月開課，11 月結訓，萬事起

頭難，張副理事長表示一開始遇到的最大的難度，是找到願意參與而且有導入經驗的專家學者。在工會

的堅持及努力終於找到適合人選，才讓訓練計畫順利進行。 

第一梯試辦班學員對課程教材設備等滿意度平均 9.23 分，獲得學員高評價。張副理事長指出，相較

於義式咖啡需購入高單價機器，手沖咖啡的設備相對簡單，在國內的咖啡愛好者中也有一定市場。在擁

有導入經驗後，工會今年將再派一位同仁，參與規劃與評量職能基準課程訓練，為工會其他訓練課程作

準備。 

 

以評量檢驗職能 訓練強度高 

手沖、虹吸咖啡 擬階段性申請 iCAP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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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副理事長認為，透過義式咖啡調製人員班職能導向課程認證的申請過程，對工會而言加強了辦訓

能力外，同時在內部也成為經驗傳承，對業界及訓練市場而言都有幫助，這是辦訓單位、學員及產業共

同成長的機會，工會也希望內部辦訓同仁能走在產業前端。「如果只有我會，對工會永續發展會有阻礙，

員工也會，才能得到自我肯定。」接下來，除了義式咖啡外，工會也規劃手沖咖啡、虹吸咖啡調製人員

課程階段性申請職能導向課程認證，為台灣咖啡專業人才紥穩馬步。 

 

 

 

 

 

新北市飲料調製運送服務職業工會繼義式咖啡申請課程認證後，下階段擬將手沖、虹吸咖啡也分

階段性申請認證。（照片由新北市飲料調製運送服務職業工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