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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大产业知识产权市场流动人才（2020 年上半年）监管数据分析 

1.2020年上半年活跃人才整体概况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全国地区医疗器械与光电显示产业共有 3172 名知识产权活跃

人才，其中光电显示产业 1446人，医疗器械产业 1726人。 

医疗器械产业活跃人才偏向于在长三角区域，光电显示产业活跃人才偏向于珠

三角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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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类别活跃人才分布情况 

2020年上半年光电显示产业知识产权活跃人才中，从岗位类别上，知识产权法

务类型职位人才更为活跃；从职位上，知识产权法务主管和专利工程师岗位占比均

达 18.4%，并列占比第一。 

 

 
 

 

2020年上半年医疗器械产业知识产权活跃人才中，从岗位类别上，知识产权法

务类型职位人才更为活跃；从职位上，知识产权法务人才独占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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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大产业知识产权活跃人才性别比例分布 

2020年上半年，光电显示产业知识产权活跃人才中，男女比例分布均匀。不同

年龄层的活跃人才中，25-34岁人才主力呈现女性人才活跃率高于男性人才。 

 

 

2020年上半年，医疗器械产业知识产权活跃人才中，女性流动性明显高于男性。

不同年龄层的活跃人才中，初中级人才主力中女性人才流动性高于男性人才，35岁

以上中高级人才男性流动率相对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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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两大产业知识产权活跃人才性别比例分布 

2020年上半年，两大产业知识产权活跃人才中，学历分布集中在本科及硕士学

历，与知识产权专职人才学历分布趋势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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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产业活跃人才学历分布及薪酬对比 

 

5.两大产业知识产权活跃人才经验分布分析 

6月两大产业知识产权活跃人才中，呈现人才经验两头化流动率高的分布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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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两大产业知识产权活跃人才求职意愿及期望分析 

2020年上半年，两大产业知识产权活跃人才中，25-35岁的年龄层人才是知识

产权活跃人才的主力军，人才流动意愿强；而 40岁以上年龄层人才虽有一定流动意

愿，但求职谨慎性高、流动意愿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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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两大产业知识产权活跃人才的经验分布及期望月均薪酬呈现明

显正相关趋势，工作经验越丰富，期望薪酬越高； 

8-10年及 10-15年从业经验的活跃人才的期望薪酬水平相当，此阶段人才的发

展瓶颈大。 

 

 

医疗器械产业中，3年以下初级人才期望薪酬涨幅下降，或与上半年疫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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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大产业知识产权人才市场需求（2020 年上半年）监管数据分析 

1.2020年上半年市场需求整体概况分析 

2020 年上半年，全国地区医疗器械与光电显示产业共有 7721 条知识产权市场

需求，其中光电显示产业有 4267 条，医疗器械产业有 3454 条。上半年市场需求呈

现勾形趋势，与 2月疫情突发市场经济动荡有关。 

 

2.两大产业知识产权人才市场招聘需求企业规模分析 

2020年上半年两大产业的知识产权人才市场招聘需求中，企业规模主要为中小

型企业，企业规模在 500人以下的需求占比近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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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大产业知识产权人才市场招聘需求企业性质分析 

两大产业知识产权人才需求市场中，民营企业对知识产权人才的需求量最大，

占比达 63.9% 。 

 

4.两大产业知识产权人才市场招聘需求企业行业薪酬分析 

2020年上半年，两大产业知识产权人才招聘需求数占比全国产业的 9.8%，其中

光电显示产业平均月薪 11338 元，医疗器械产业平均月薪 10229，均高于全国知识

产权行业平均薪酬 10116元。 

 

5.两大产业知识产权人才市场招聘需求职位薪酬分析 

从两大产业知识产权人才市场招聘的职位及薪酬数据可以看出，职位等级是薪

酬差异的重要依据，职级越高，薪酬越高。两大产业中，知识产权法务总监职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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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大产业知识产权人才市场需求（2020 年上半年）供给满足度分析 

1.两大产业知识产权人才数量满足度分析 

总体来讲，2020年上半年的两大产业市场需求和公开招聘平台活跃人才供给呈

现供不应求状态，知识产权人才数量满足度为 0.41。流动人才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企业应考虑提供更具竞争力的岗位机会或降低招聘要求。 

 

 

 

 

 

 

 

 

 

2.两大产业知识产权供需人才学历结构对比分析 

从学历结构上，2020年上半年两大产业市场对人才的学历需求集中在本科，而

流动人才学历主要集中在硕士与本科。在 2020年上半年人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主

要流动人才的学历结构优于市场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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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大产业知识产权供需人才经验结构性对比 

2020年上半年两大产业供需人才经验结构不平衡，呈现初中级流动人才供不应

求，而高级流动人才供大于求状态。如何引入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中基层人才主力

军是企业知识产权创新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 

 

 

 

 

 

 

 
 

4.两大产业知识产权供需人才薪酬水平满足度分析 

不同经验水平下，IP供需人才的薪酬满足度呈现不同层次，但均呈现市场提供

平均月薪水平高于流动人才期望薪酬水平，市场薪酬满足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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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大产业知识产权人才市场需求发展趋势监管分析（2019.1-2020.6） 

1.2019-2020年市场需求量变动分析 

2019-2020上半年，两大产业知识产权人才市场需求量呈现半年度缩减态势，

2020上半年需求减少，主要原因可能是受国内外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两大产业近一年半的知识产权人才市场需求量整体变动趋势与全国的需求量变

动趋势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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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2020上半年度市场需求行业变动分析 

2019-2020年，两大产业对于知识产权人才需求量整体呈现半年度需求递减趋

势。光电显示产业对于知识产权人才的需求始终略高于医疗器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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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法务岗等热门需求呈现略递减趋势，商标岗和辅助岗则需求持平及略增状态。 

 

 

4.2019-2020上半年度市场经验需求变动分析 

2019-2020上半年，市场对于 3年以下经验的知识产权人才需求数量均在 50%

以上，近几年两大产业对于知识产权初级人才需求持续旺盛，亦是市场常态需求。 

专利岗 商标岗 法务岗 律师岗 辅助岗

2019上半年 4311 38 2639 107 3068

2019下半年 4276 33 2206 95 1518

2020上半年 3517 50 1572 95 2484

2019-2020上半年职位需求变动

2019上半年 2019下半年 2020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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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9-2020上半年度市场学历需求变量分析 

2019-2020上半年，两大产业对于本科学历知识产权人才需求均占比最高，本

科是知识产权行业主要的入门门槛； 

大专学历人才呈稳住增长态势，高中及以下学历逐年降低，学历不限的大幅降

低，表明知识产权行业对人才学历结构的需求越来越明确，以高学历为主； 

硕博等高学历人才占比较为稳定，占比不超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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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两大产业知识产权人才发展建议 

1.对行业的知识产权人才进行分类分级统计，建立知识产权人才发展通道及任职资

格体系，并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人才的引进、使用、管理、评价及激励机制。 

（1）两大产业知识产权人才布局及结构不尽合理，一定程度上源于知识产权行业及

人才发展不成熟，缺乏合理的职位发展及任职资格体系，缺乏合理的人才评价及管

理机制，全国尚无非常合理的机制。在各地区官方层面建立一套完整的人才引进、

使用、管理、评价及激励机制，将大幅提升对外部人才的吸引力、促进内部人才活

跃及流通等，并能起到行业标杆示范作用。 

（2）操作建议： 

①人才调研统计：通过官方及市场化途径相结合的方式，按从业人才类别、人

才所属行业等多个维度，统计全区范围内的从业人员情况，并进行初步分级分类； 

②职业发展通道设计：在地区人才调研数据基础上，依据人才类别，设计不同

的职业发展通道，区分预备/基础人才、骨干人才、高层次人才、领军/精英人才； 

③资格等级标准设计：针对各个等级人才，选取区内标杆企业及标杆人才作为

博士 硕士 本科 大专 高中及以下

2019上半年 62 808 6274 2845 174 

2019下半年 47 714 5952 1348 66 

2020上半年 54 797 5286 1539 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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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2019-2020上半年学历需求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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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标准标杆，提炼知识、技能及素质要项，设计出资格等级标准； 

④资格等级认证：通过等级考核、地区评优等多种方式，定期不定期地进行人

才资格等级认证事宜； 

⑤结果应用：针对不同等级人才，进一步设计不同的人才引进、使用、管理、

评价及激励机制，配套相应的政策支持，全面激发地区知识产权人才的活跃与发展。 

2. 提升两大产业知识产权人才市场薪酬优势，完善地区基础性人才及高层次人才的

引进、留任机制，提高产业领域及区域人才竞争优势。 

（1）推动地区薪酬竞争力提升 

一方面，通过优化信息共享机制的市场化行为，政府或公信中介机构定期公布

地域/行业人才发展状况、市场薪酬状况等，将有利于知识产权人才了解市场及行业

情况，也有利于企业经营者及管理者优化薪酬体系，进而市场主体自发地优化市场

薪酬机制；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对两大产业相关行业如医疗器械、制药/医疗、电子

/集成电路等的大力扶持，能够进一步孵化出更多的优势行业，促使知识产权人才创

造更高价值，从而带动两大产业乃至整体薪酬水平的提升。 

（2）净化知识产权行业的竞争环境 

目前我国专利申请进入质量阶段，而数量阶段带来的低价竞争导致的代理行业

竞争畸形化，导致了代理人的流失（北京地区目前 90后代理人极少，后备储备人才

缺乏），目前市场竞争环境更为恶化、代理人逐步流失，迫切需求专利行业的良性

发展。一方面，建议代理机构考虑以代理人等一线作为人员为核心的经营模式，明

确代理师人才是行业的主力军和利益分享者；另一方面，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才

可考虑律所的发展模式。中介机构以代理师和律师为核心，不仅增加业务，亦可解

决代理师的职业发展瓶颈的问题。 

（3）优化地区人才吸引政策 

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结合区域情况打造符合自身特色的人才吸引政策，

一方面，可借鉴深圳地区人才引进激励政策，鼓励区域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引进高校

知识产权人才，在落户、住房补贴、生活补贴、公租房、人才安居房等各方面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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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支持，对于新进人才引进及培养方面的优势企业进行宣传和支持，树立标杆作

用；另一方面，可借鉴南昌地区人才引进激励政策，对于大力引进异地中高级人才

至本地的中介机构或企业，给予相应的政策或资金支持。 

（4）加强高级人才引进 

加强引进和培养重点产业领域的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等，给予优厚的人才留

任政策，完善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专家等的认证机制，为高级人才的行业交流、

个人学习进修、海外深度研修等创造良好的平台，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合理流动。 

（5）搭建储备人才机制 

依托知识产权人才任职资格体系，设立区级人才池，建立骨干人才、高层次人

才及领军人才储备机制。 

3. 高度关注新进人才培养，创新高校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中高级人才培养

机制，全方位完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体系。 

（1）高校学科建设 

两大产业知识产权从业人才法学背景占优势，理工科专业及复合型背景人才有

待进一步提升，应鼓励引导具备条件的高校积极开展学科优化设置工作，在理工科

学科开设知识产权方向二级学科或专业课程，或开展双学位教学，或交叉学科本硕

连读等；同时，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与优化，专业教师纳入实务单位交流与锻炼计

划，增加实战经验，更好地引导教育工作的开展。 

（2）高校实务教学创新 

鼓励高校探索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创新模式，一方面积极发挥社会各类培训机构、

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支持行业、企业参与课程体系设计、人才培养等；另一方

面建立企业合作发展平台，搭建专业的实验模拟教学模式，优化教学资源，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 

（3）高校人才培养创新 

探索由地方政府牵头、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指导，高校和企业/科技园区/人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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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构等联合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对接工程等，持续建设企业实训基地，加强学习、

实习、实训等，打造综合性、多元化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模式。可借鉴深圳智诚知

识产权人才服务科技有限公司的产教融合创新模式，根据地方企业/重点产业对知识

产权人才的实际需求，为高校知识产权人才定制不同周期的专项能力培训，通过“培

训—考核—面试—实习—签约”的一站式服务，就地解决地区企业知识产权初级人

才的需求。 

（4）企业中高级人才培养 

政府、企业及社会组织等多方共同努力，公益性培训、专项性培训、企业内训

及进修学历教育等多维度开展，营造良好的人才学习及进修环境，并通过政府牵引，

开展必要的重点产业专项人才培养、企业 IP 总裁班培训、国际化 IP 人才海外进修

等专项能力提升项目，助力企业中高级人才培养。 

4. 依托地方支持，建立重点产业知识产权人才研究中心，为重点产业知识产权发展

提供智力支持。 

（1）设立地区知识产权人才研究中心 

区域知识产权人才发展，有赖于人才市场运作机制的成熟，及充分公开的成熟

的行业发展共享机制。探索由地方政府牵头、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指导，与各地协会

组织、中介机构或企业共同设立重点产业知识产权人才研究中心，则可在重点产业

领域的人才调研、人才研究分析、人才培养、人才评价标准设计等方面，为政府/

行业提供专业的智力支持，以助力重点产业持续发展。 

（2）建立知识产权智库 

通过重点产业知识产权人才研究中心，建立区域/重点产业知识产权人才数据库，

为重点产业知识产权人才发展提供数据及人力资源支持。 

（3）开展地区人才研究 

通过重点产业知识产权人才研究中心，开展各项知识产权人才调研与研究，发

布行业/地域知识产权人才发展状态、市场动态等，为知识产权行业、企业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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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知识产权从业者等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4）探索非专职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机制 

通过重点产业知识产权人才研究中心，探索非专职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机制，全

面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人才发展环境，提高社会公众对知识产权发展的认知与支持。 

5. 通过完善行业信息共享机制、提高重点产业扶持力度等方式，促进区域人才交流，

优化知识产权人才结构及行业布局。 

（1）扶持重点产业 

政府的政策导向、对行业的扶持力度等，是非常重要的，往往能够带动某一个

或某一些行业的大力发展。从报告分析来看，建议应大力支持重点产业光电显示、

医疗器械的知识产权布局及人才发展，引导重点产业/重点企业自建知识产权团队力

量。 

（2）完善市场信息共享机制 

由于市场供需双方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导致人才流动、人才行业布局与实

际市场需求往往是不完全匹配的，政府或公信中介机构定期公布行业/地域人才发展

状况、市场需求状况等，将有利于知识产权人才了解市场及行业情况，进而做出相

对合理的职业发选择。政府可适当给予市场认可的公信中介机构一定政策或资金支

持。 

（3）搭建行业间知识产权人才交流学习平台 

通过一定的行业交流活动及信息发布机制，鼓励金融、通信、机械等人才充盈

领域适当向其它领域流动等。 

6. 尝试开展非专职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专项计划，普及、宣传知识产权，为区域知

识产权行业及人才发展奠定未来基础，引导更多人才进入知识产权领域。 

（1）中小学院校增设知识产权辅导员 

通过为中小学派驻知识产权校外辅导员，配备相关教学设施及材料，开展相关

的系列培训、专题活动等，普及知识产权知识及基础技能，为青少年创造力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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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最佳的土壤环境。 

（2）成立高校青年人知识产权联合会 

为各高校会员单位提供培训、咨询、成果转换等服务，开展高校知识产权学术

研究和交流、知识产权学术竞赛、论文征集、专利申请支持与补助宣传等活动，为

高校学生提供专利申请辅导等，通过团结、组织区域高校广大知识产权学生、教育

者，贯彻执行国家、各地区有关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政策，提高知识产权意识，

促进高校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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