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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为了解用户体验行业及从业人员状况，IXDC 自 2011 年开始，发布《用户体验行业调查报告》。

本次报告联合腾讯用户研究与体验设计部通过网络问卷调查及专家走查的方法对用户体验行业从业者进行

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希望通过本次调研报告让读者能够迅速获取整个行业的信息概况，了解用户体验行业

的发展趋势以及从业者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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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国际体验设计大会（IXDC ）作为引领中国用户体验行业发展的组织之一，在每年召开的国际体验设计

大会上都为从业者提供最有价值的用户体验行业调查报告。报告通过全面详尽的调查分析，对整个行业脉

络进行系统的梳理，为从业者展示这一年来用户体验行业规模变化、从业人员构成、薪酬机制、能力需求

等信息，让大家更好地从全局、全新的视野去了解行业发展现状、趋势和存在的问题。 

今年 IXDC 联合腾讯 CDC 共同开展了“2015 用户体验行业调研”，调研主要通过从业者画像、职业

规划、薪资分析、能力要求等几个方面，让大家能够迅速获取到整个行业的信息概况，了解用户体验行业

的现状和趋势，以及从业者的核心竞争力。 

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 1256 份，经过数据清理有效问卷 1208 份，其中在职者问卷 1110 份（不包括离

职人员及学生群体）。在职人员主要来自一二线城市的大中小型企业，包括中高层（13%）、基层管理（24%）、

普通员工（63%），主要工作岗位有：团队管理、项目管理、视觉设计、交互设计、用户研究、产品类等。 

调查时间：2015.06.11 至 2015.06.19 

调查渠道：IXDC 官网，微信，微博，腾讯 CDC ，各大新闻网站 

调查平台：腾讯问卷（http://wj.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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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户体验行业报告摘要 

1. 从业者画像 

调查结果显示，用户体验行业从业者主要在25-30岁之间，男女占比均衡，学历在本科以上，大多工作

1-2年，其中从事交互设计及视觉设计的从业者人数较多。根据类别占比，本次报告主要对以下人群进行研

究分析。 

 管理类：有钱、忙碌、经验丰富、重人脉的中年大叔 

男性偏多，年龄偏大（30-40 岁），每天工作 10 小时以上，为扩展人脉会去兼职，大部分换过 2

次以上工作，3 年以上工作经验，收入更高，对行业满意度最高，更愿意创业。 

 视觉类：收入低、有理想、对现状不满的文艺小青年 

女性偏多，年龄偏低（18-24 岁），收入低，为增加收入超 5 成有兼职经历，以艺术、设计专业

背景为主，意气风发对行业信心指数最高，但满意度最低。 

 交互类：收入居中、调整方向的移动互联网中坚力量 

交互各项数据无明显的特点，男女各半，收入位于居中情况，工作对象以移动互联网为主，大家

都在思考未来职业发展规划。 

 用研类：高学历、多元化、好学、最稳定的研究专家 

女性偏多，硕士以上学历超 3 成，专业背景多元化，薪资较高，满意度、信心指数都较高，不轻

易跳槽。 

 产品类：起点低、涨幅快、追求个人能力提升的小哥 

男性偏多，年轻（25-30），起薪偏低，但涨幅较快，各项专业综合能力要求较高，希望能在工作

中不断提升个人专业能力，选择工作更看重产品项目的前景。 

2. 薪资 

从业者年收入主要集中在5-15万，年均涨幅集中在5%~10%。"是否是管理岗"是影响薪资水平、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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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幅及跳槽涨幅的关键点。此外，薪资还和"从业时长"、"公司规模"、"学历"、"工作地点"、"工作时长"

等因素有较大相关性。 

3. 跳槽 

62% 的从业者有更换工作的经历，主要原因是"薪资和福利"。未来一年大约有54.8%的从业者考虑换

工作，大家看好互联网行业，更倾向外资企业。83% 的人换工作后满意度上升。跳槽后薪资涨幅在10%-30%，

最大的收获点依次是：“专业能力提升”、“做的事更有价值”、“薪水增加”。 

4. 满意度 

2015 年调查者对当前工作的满意度为 64.4（总分 100），相对于 2014 年满意度（59.1）有一定提升。

影响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有"薪酬"、"工作内容"、"是否有话语权"。 

5. 团队 

用户体验团队结构与公司规模紧密相关，一般千人以上公司设有独立的体验部门，其中团队规模主要

在 50 人以下，过去一年体验团队人数普遍有所增加。 

6. 能力模型 

在用户体验行业中为了保证核心竞争力，需要具备的最基本能力有"沟通能力","需求理解能力"，"团队

合作"，"用户体验思维"，"逻辑分析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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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业者画像 

本次调查显示，用户体验行业从业者主要集中在 25-30 岁之间，男女比例较为均衡；高学历人群较多，

98%有大专及本科以上学历；在行业内工作时间不长，1-2 年的比例最高；62%的从业者表示有过跳槽经

历；主要分布在民营企业里从事互联网相关工作。 

2.1 从业背景 

2.1.1 从业时长 

调查结果显示，从业时间 1～2 年比例最高，总体从业时间偏短，其中视觉设计人员超过六成，从业时

间在 2 年以内。团队管理类从业时间最长，有一半以上在用户体验行业超过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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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跳槽经历 

调查结果显示，62%从业者有过跳槽经历，其中主动换过 1-2 次的有 44.5%。 

 

2.2 工作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从业人员主要分布在民营或者私营企业，占比达到 70.2%。外资公司（包括港澳

台）的占比 8.3%与国有企业（7.3%）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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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公司领域 

从业人员就职公司主要集中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领域”(65.5%)，其次是“硬件设备厂商”（4.5%），

“教育科研”（4.2%），“媒体广告”（4.1%）。与往年相比“硬件设备”和“电信运营商”占比有一定

程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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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工作对象 

调查结果显示，从业者中从事移动端的比例高于 pc 端，移动端以应用、游戏类开发为主，PC 端则以

网页/网站的开发为主。

 

2.2.4工资收入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三成从业者税前工资收入在 5～1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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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工资涨幅 

从业者工资涨幅主要集中在 5%~10%，团队管理、项目管理类涨幅相对较大， 5%～15%的占比较高，

非管理岗位“没有涨”的比例明显高于管理类。 

 

 

2.2.6跳槽意愿 

调查结果显示，未来的一年内 54.8%的从业者考虑换工作，其中 20.3%的人员表示“想换，但没想好

怎么换”，8.4%的人员“自己去创业”。在有跳槽意愿的人群中，用户研究类主要考虑在公司内部换其他

用户体验岗位，视觉设计则倾向于去外面公司继续从事用户体验工作，管理者选择创业、换到其他公司从

事非用户体验行业的比例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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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跳槽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 从业者选择跳槽时主要的考虑因素有“薪酬和福利待遇”（48.4%），“公司团队状

况”(39.5%)，“产品项目状况”(33.7%)，“培训学习机会”(32.7%)。与其他类别相比，团队管理者考虑

“职业晋升”因素的占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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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从业者个人属性 

2.3.1 性别 

调查结果显示，用户体验行业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其中团队管理类、项目管理类及产品类男性比例相

对较高，视觉设计、用户研究女性占比相对略高，交互设计男女比例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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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年龄 

调查结果显示，从业者年龄主要集中在 25～30 岁。团队管理类年龄较大，其中超过半数人员在 30 岁

以上，视觉设计年龄偏小，仅 14.3%的年龄超过 30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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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学历 

调查结果显示，用户体验行业从业者学历普遍较高，其中 98%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用户研究类 34.7%

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视觉设计类大专学历占比高于其他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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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工作城市分布 

调查结果显示，约七成从业者工作地分布在北上广深四个城市，其中超过三成人员分布在北京；除此

外，深圳（13.0%），上海（12.4%），广州（9.9%），杭州（9.9%）等地也是用户体验行业较为集中的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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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专业背景 

用户体验行业人员的专业背景主要是设计，艺术及计算机，其中用户研究类和产品类别的专业背景更

加广泛，心理学、社会学、数据、机械化等专业的比例相对较高。 

2.4 满意度及信心指数 

调查结果显示，2015 年从业者工作满意度为 64.4（总分 100），与 2014 年 59.5 相比有一定升高。

行业信心指数 81.9（总分 100），与 2014 年 83.4 相比略有下降 

管理者“满意度”最高但“行业信心指数”最低；视觉，交互，产品类 “满意度”较低而对目前“行

业信心指数”较高；用户研究“满意度”及“信心指数”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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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兼职 

调查结果显示，33.1%的从业者有过兼职经验，选择兼职的主要原因是“提高专业能力”、“工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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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及项目管理者兼职比例较高仅次于视觉设计，选择原因主要是“扩展人脉”, “增加收入”。 

视觉设计从业者有 44.7%从事过兼职，比例高于其他群体，选择兼职的原因主要是“提高专业能力”,

“增加收入”。 

用户研究类从业人人员兼职比例较低，仅 27%从事过兼职工，选择兼职的原因主要是“感兴趣”，“提

高提高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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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入分析 

3.1薪资收入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三成从业者税前工资收入在 5～15w。工作类别不同，薪资水平有一定区别。 

 

团队及项目管理薪资分布范围较广，集中在 10～25w，其中 15～25w 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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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研类与交互设计类的薪资则相对中等，分布在 5-10w 偏向于 10-15w 区间。 

 

 

视觉和产品的薪资相对较低，集中在 5-10w，上下区间浮动较为均衡。 

 

3.2薪资相关因素 

 “是否是管理岗” 是影响薪资水平、薪水涨幅及跳槽涨幅的关键点。此外，薪资还和“从业时长”、

“公司规模”、“学历“、“工作地点”、“工作时长”等因素有较大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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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时间越长，高薪占比越大。从业八年以上的人群年薪主要在 50 万以上；从业 5~8 年的人群年薪

20~40 万的比例较高；从业 3~5 年人群，年薪 10~20 万比重较高；从业 3 年以内的人群年薪主要分布在

15 万以内。 

 
薪资除了与从业时间有显著相关外，同企业规模也存在较强相关性。企业规模在 100 人以下时，年薪

主要分布在 10 万以内，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高年薪占比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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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薪资涨幅 

从业者工资涨幅主要集中在 5%~10%，团队管理、项目管理类涨幅相对较大，5%～15%的占比较高，

非管理岗位“没有涨”的比例明显高于管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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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薪资涨幅相关因素 

从业者薪资涨幅和“企业规模”，“行业领域”相关性较大。企业规模越大，薪资涨幅相对较高。1000

人以上较大型企业，薪资涨幅在 10%~15%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类别；100~999 人的中型企业，薪资涨幅主

要在 5%~10%；100 人以内的小型企业，薪资涨幅在 5%及以下的占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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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公司”，“专业设计公司”以及“硬件设备厂商”薪资涨幅较高，主要分布在 5%~15%； 

“金融行业”薪资涨幅居中；“电信运营商”过去一年薪资涨幅较低，82.6%的薪资涨幅在 5%以内，其中

表示没有涨的比例超过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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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跳槽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62%从业者有过跳槽经历，其中主动换过 1-2 次的有 44.5%。团队管理及项目管理者

平均跳槽次数明显高于其他群体。 

4.1跳槽人员特征 

本次调查中，62%的从业人员有过跳槽经历，其中前端开发、项目管理、团队管理类跳槽占比相对较

高；用户研究、工业设计类跳槽占比较低。 

 
调查结果显示，有过跳槽经历的人群性别比例与总体基本相同，但管理类跳槽人员中男性比例更大，

达 60.5%，与总体的管理类相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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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跳槽经验的人群与总体相比，更加集中在 25-30 岁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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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跳槽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从业者上一次跳槽的主要原因有 “产品项目前景不好”（34%），“公司团队状况糟

糕”（32.7%），“薪酬福利待遇差”（28.6%），"培训学习机会少"（21.6%）；团队管理类“职业晋升

慢”导致跳槽比例超过两成，明显高于其他群体。 

 

4.3跳槽前后变化 

调查结果显示，98.7%的从业者表示跳槽有一定收获，主要有 “专业能力提升”（29.8%），“做的

事情更有价值”（28.7%），“薪水增长”（15%），“职业转型成功”（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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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者考虑跳槽以及影响工作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为“薪酬福利问题”。跳槽后薪资普遍有所增长，

增长幅度集中在 10%-30%，其中管理类人员涨幅较高，20%-30%的占比较高；视觉设计类跳槽的薪资涨

幅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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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跳槽到哪里 

调查结果显示，实际跳槽人员所在工作地点最多的依然是北京，占比为 37.5%；其次为深圳（14.5%），

上海（13.3%），广州（10.6%）。与总体从业者工作地点相比，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比例较高，杭州

及其他地区的比例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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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业者满意度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2015 年从业者工作满意度为 64.4（总分 100），与 2014 年 59.5 相比有一定提升。

行业信心指数 81.9（总分 100），与 2014 年 83.4 相比略有下降。 

5.1从业者满意度及信心指数分布 

本次调查中，团队管理者“满意度”最高（66.9），信心指数最低（81.9）；视觉设计、交互设计、

产品类对行业比较看好，“行业信心指数”较高但“满意度”偏低；用户研究类“满意度”及“行业信心

指数”均较高。 

 

5.2工作中不满意的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从业者不满意度因素主要是“薪酬太低”（28.5%），"工作内容繁琐"（27.5%）， 

"不受重视，没有话语权"（26.5%），"个人能力无法发挥"（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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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满意度相关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工作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工作类别"，"薪资收入"，"用户体验团队情况"，此外，

"从业时长"，"性别"，"学历"，“薪资涨幅”也有一定关系。 

年收入在 5 万以下人群满意度最低，随着薪资的增长，从业者满意度逐渐升高，年薪在 50 万以上的人

群，工作满意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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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满意度与用户体验团队情况也有一定关系，随着团队规模和结构的变化，用户满意度也随之变化，

“有独立用户体验部门”的从业者满意度最高，达 66.2； “没有用户体验团队，工作岗位兼职”以及“个

体工作者”满意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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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企业团队分析 

6.1公司及体验团队结构 

本次调查中，30.7%从业者在 1000 人以上的大公司工作，26.5%在 50 人以下小公司工作；三成从业

者表示公司内部有用户体验部门，一般仅 1000 人以上大型综合性公司和专门设计类的公司有用户体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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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与总体相比，用户研究、团队管理类主要分布在 1000 人以上的大企业中，占比均接近

四成；视觉设计类，产品类在中小型企业内分布更高。 

 

6.2过去一年团队规模变化 

调查结果显示，53.8%从业者所在公司有用户体验团队；在过去的一年里， 58.2%的团队规模有所增

长；10.5%的用户体验团队规模有所减小。 

 

6.3亲睐的企业及工作领域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七成人员在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工作，但大家更加青睐外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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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六成从业人员目前所在公司属互联网/移动互联网领域，未来该领域仍备受从业者青睐，金融和专

业设计公司也受到大家关注，而硬件设备及电信运营商等传统行业有所下降。 

亲睐的公司前十名有“腾讯”，"阿里"，"百度"，"Google"，"网易"，"apple"，"小米"，"微软"，"frog"，

"华为"，"IDEO"，"洛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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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核心竞争力 

调查结果显示，在用户体验行业中为了保证核心竞争力，需要具备的最基本能力有"沟通能力","需求理

解"，"团队合作"，"用户体验思维"，"逻辑分析能力"等。 

 

除了基本的能力要求外，团队管理倾向于“沟通能力”，"执行能力”，“行业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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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基本的能力要求外，项目管理更关注“团队合作”，“数据分析能力”，“沟通能力”。 

 

除了基本的能力要求外，视觉设计核心能力偏向于“团队合作”，“设计表达”，“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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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基本的能力要求外，交互设计则侧重“沟通能力”，“需求理解”，"产品理解"，“设计表达”。 

 

除了基本的能力要求外，用户研究倾向“需求理解”，“用户体验”，“逻辑分析能力","数据分析能

力”，“产品理解”，“行业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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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基本的能力要求外，产品类关注“需求理解”，“用户体验”，“逻辑分析能力”，“执行能力”，

“产品理解”，“行业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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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次调查中，针对未来用户体验行业市场发展以及团队的组建和成长，对各公司设计专家和管理者进

行了采访。 

用户体验设计的市场需求的发展 

蒋维（网易用户体验部，总监）： 

目前的设计市场基本成熟，暂时在上游没有出现大变动的情况下，市场大变化的情况会较少。整体上

交互和视觉的区分会越来越小，交互对视觉的影响越来越大，视觉对交互理解要求越来越高，最终实现统

一。 

陈迪凡（OPPO，设计思维专家）： 

虽然用户体验设计的发展只有短短十几年，但我个人觉得它的应用面非常广，它的影响力可以比以前

的一些设计理论例如巴浩斯、Form follow function 等等更加深入。在不远的未来，可能十年内，用户体

验设计的想法、价值观会成为设计界的标配，一种标准、最基本的要求。 

无论是视觉传达的、环境空间的、工业造型的、新媒体的都必须把“用户的体验”纳入考虑之中。学

习设计的时候，就需要“用户所体验到的角度”来看设计。做设计的时候，甲方（需求方）也会主动要求

项目在＂用户所体验到的＂方面可以达标。 

未来用户体验设计的职位需求 

刘超（百度用户体验部，总监）： 

职位需求会从重视技法转向重视产品与行业的理解。例如现在的设计师只要在图形或交互设计上技法

卓越就很有市场竞争力，而未来还要看他对相关市场的洞察力，例如做租车行业的 UX 设计师要深入了解租

车产业的盈利模式和用户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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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迪凡（OPPO，设计思维专家）： 

未来用户体验设计师这职位，它的作用会开始产生微妙的变化。它将受到更多的挑战，挑战是源于用

户体验设计师的专业性必须跟得上社会对用户体验的普及速度。 

历史不一定一模一样地重复发生，但世事往往依从一定的轨迹的。例如，摄影专业，摄影专业曾经是

天之骄子，但面对数码摄影、Photoshop 的普及，社会对摄影专业的要求便变得非常尖锐。这便足够令我

们作为用户体验设计师要有所警惕。我们必须正面地想，我们为老板、客户、社会带来甚么？我们值吗？

是人云亦云，还是眼光独到的专业设计。 

如何帮助团队快速成长 

原雪梅（360UXC，设计总监） 

催化团队快速成长是每个管理者一直都在追求的，很多人觉得压力是最好的催化剂，但我首先会培养

同事一些高效有用的习惯。 

1、相互尊重，每个人各有优点，从同事群体中时刻接收优点和灵感，然而，相互学习的起点就是足够

尊重。 

2、动笔思考，有任何设计思路与想法的时候，用笔写写画画，动笔的过程很自然，自然的感觉让思路

和灵感更容易跑出来。感觉很奇妙。 

3、不断学习，设计方向趋势随着外界因素不断改变，需要自己每天会在不同的设计圈和分享平台上不

断学习，完善自己。 

4、优先级的判断力，有取有舍，轻重缓急分得清楚才能对工作合理安排。 

5、重视自己，设计产出先自己满意了，再去说服其他决策者；要足够重视自己，建立自己内心的强大

和平静。 

6、开心，才能同舟共济，开心是对自己负责，再辛苦的环境，只要开心，就能同舟共济；让团队开心

有很多种，比如我们团队经常讲段子、互相开玩笑、相互 P 图、轻松团建等等。 

7、内部主导创新产品，用户体验部门是对产品最接地气的部门，内部主导创新产品，并协助立项，增

加团队成就感。 

8、建立素质模型，选取标杆人，编写培训教程并传授。 

9、考核绩效绑定，建立激励制度，促进良性成长。 

10、创造“简单做人，用心做事，真诚分享”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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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维（网易用户体验部，总监）： 

其实个人经验，妄图催化团队“快速"成长的方式，最后都会有点拔苗助长。当然，并非我彻底否定设

计管理的价值，内外分享的价值，指导机制，流程梳理的价值，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这些都是成长

的一部分，但是并非快速成长。 

因为对成长来说，根本性的成长（排除个体的能力区分，从整体团队角度来说）其实就是经验值的增

加，设计工作和经验的关系很大，做的多，涉猎广，参与过全流程对设计师和设计团队的成长影响很大。

所以最好的成长方式是，多做，多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