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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说明

调查平台：腾讯问卷（http://wj.qq.com）

调查时间：2016.04.11 至 2016.04.27

合作单位：IXDC

投放渠道：IXDC 官网、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邮箱，图翼网，秀设计，学 UI 网，设计癖，

                  腾讯 CDC、腾讯问卷微信公众号，腾讯体验中心等

调查目标：从事用户体验行业的视觉设计、交互设计、用户研究、产品、团队管理、项目管  

                  理等

数据处理：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 4226 份，经过数据清理有效问卷 1580 份，其中在职者问

                  卷 1365 份（不包括离职人员及学生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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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户体验行业报告摘要
本次报告通过“从业者画像”，“公司团队”，“薪资收入”，“跳槽兼职行为”，“满意度”等方面对

用户体验行业及从业者进行了研究分析。

1.1 从业者画像

调查结果显示，用户体验行业从业者大多年龄在 25-30 岁，男女比例均衡，本科学历，工作 1-2 年，收

入 5-15 万；其中主要的职业类别有“管理类”，“视觉设计类”，“交互设计类”，“用户研究类”，“品

牌设计类”，“产品类”。

管理类

有钱、忙碌、经验丰富、重人脉的中年大叔

男性偏多（67%），年龄偏大，每天工作

10小时以上，因扩展人脉而做兼职，5年以

上工作经验，收入更高，对行业满意度高，

不打算换工作比例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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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0岁），收入较

低，以艺术、设计专业背景为主，硕士及以

上高学历占比较少。虽然满意度低但仍然对

行业充满信心。

用研类

高学历、多元化、好学、最稳定的研究专家

性别比例均衡，硕士及以上高学历比例超过

1/3，专业背景多元化，满意度、信心指数

较高，不轻易跳槽。

交互类

收入居中、调整方向的移动互联网中坚力量

各项数据无明显的特点，男女各半，收入较

低，工作对象以移动设备应用/软件为主，

对行业发展信心较低，思考规划着未来的职

业发展。

产品类

起点低、涨幅快、对团队和公司有所依赖的

小哥

男性偏多，年轻（22-30），起薪偏低但涨

幅较大，各项专业综合能力要求较高，信心

指数最低，主要跳槽因素是团队和公司前景

品牌类

收入低，有理想并愿意为其跳槽、兼职的设

计师

男性比例较大，有跳槽行为和兼职经验比率

高，从事自由职业比例最高，工作对象偏向

于pc端，其余属性与视觉类接近。

从业者画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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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司团队

a. 调查结果显示，用户体验行业从业者主要在“民营 / 私营企业”工作，工作领域集中在“互联网公司”，

“硬件设备厂商”，“金融行业”等行业。

b. 用户体验团队规模大多在 50 人以下，在过去的一年里，超过六成从业者表示所属团队规模有所增长。

c. 公司重点产品的 KPI 指标与用户体验冲突时，“专业设计公司”，“服务行业”，“咨询公司”，“教

育 / 科研”行业主要以用户体验优先；“旅游”，“电信运营商”，“硬件设备厂商”，“金融“则偏向 KPI

指标优先。用户体验优先公司的从业者满意度高于 KPI 指标优先公司。

1.3 薪资收入

调查结果显示，从业者税前薪资年收入主要在 5 ～ 15 万；管理类薪资较高，集中在 10 ～ 25 万；视觉设计、

交互设计、品牌设计的薪资相对较低，偏向 5-10 万；用户研究，产品类的薪资居中，倾向于 10-15w。

1.4 跳槽行为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70.4% 的从业人员有过跳槽经历；品牌设计、视觉分析、交互设计类跳槽比例较高；用

户研究类跳槽比例较低。跳槽的主要原因是“产品项目前景不好”（35.3%），“公司团队状况糟糕”（33.2%），

“薪酬福利待遇差”（31.4%），" 工作无归属感 "（22.6%）。

公司团队     薪资收入     跳槽行为分析

产品项目前景不好
公司团队状况糟糕

酬福利
待遇差

工作无
归属感

从业年限

公司规模

学历水平

跳槽经验

工作地点

行业领域

教
育/

科
研

旅
游
公
司

金
融

电
信
运
营
商

硬
件
设
备
厂
商

咨
询
公
司

服
务
行
业

专
业
设
计
公
司

用户体验优先 KPI 指标优先用户体验优先 KPI 指标优先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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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满意度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2016 年用户体验行业从业者满意度为 65.5，高于 2015 年（64.4）；信心指数为

82.7，较 2015 年 (83.1) 相比稍有下降。工作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是“没有话语权”（32.4%），“薪酬太低”

（32.0%），“个人能力无法发挥”（29.1%），“工作内容繁琐”（29.1%）。

1.6 能力模型

为了保证工作核心竞争力，从业者认为需要具备的基本技能主要有“沟通能力”（63.4%）,“需求理解”

（60.1%），“团队合作”(42.5%)，“逻辑分析能力”(37.7%)，“用户体验”(34.9%) 等。

满意度分析    能力模型

没有话语权

工作内容繁琐

个人能力无法发挥

薪酬太低
29.1%

32.4
%

29.1%

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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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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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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作领域集中在互联网行业。

2.1 从业背景

2.1.1 从业

调查结果显示，用户体验行业从业时长 1-2 年的占比最大，不到三年的占比达到 64.1%。

团队管理类从业时间相对较长，约六成从业者表示从事用户体验行业超过 3 年。

 

 

2.1.2 工作对象

调查结果显示，从业者工作对象移动端比率略高于 PC 端。移动端工作以应用、游戏类开发为主；PC 端

则偏向于网页 / 网站的开发。

 

从业背景

n=1580

半
年
以
下

半
年~

1

年

1~
2

年

2~
3

年

3~
5

年

5~
8

年

8

年
以
上

n=1580 总体从业时长

工作对象

6.9%

17.4%

22.5%

17.3% 17.3%

11.5%

7.1%

PC应用/软件 30.1%

硬件设备 12.2%

移动设备游戏 9.3%

PC游戏、网页游戏 7.7%

家电设备 6.2%

其他 3.9%

移动设备应用/软件

PC网站/网页

移动设备网站/网页

65.9%

65.3%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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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类从业时长

n=384

57.9%

42.1%

3年以下

3年以上



2.2 工作意愿

调查结果显示，未来的一年内仅 33.7% 从业者 “不打算换工作”，27.4% 的从业人员表示“想换，但没

想好怎么换”，16.9% 的从业者打算“换家单位，从事用户体验行业”，5.6% 的人员表示“自己去创业与去

年相比，“不打算换工作”的比例基本一致，思考换工作但是没有明确方向的比例有一定提升，念书、创业的

比例有一定下降。

 

2.3 从业者属性

2.3.1 性别

调查结果显示，用户体验行业男性从业者占比 54.9%；团队管理、项目管理男性占比较大，超过六成；

视觉设计、交互设计、用户研究类男女比例基本持平。

 

团队管理类 项目管理类 品牌设计类 用户研究类 交互设计类 视觉分析类产品类

男性 女性

n=1580

n=1580

未来一年的工作意愿

性别

工作意愿    从业者属性

自己创业 5.6%

在现有单位，换个团队从事用户体验 3.7%

念书，继续深造 3.4%

换加单位，从事其他岗位/专业的工作 3.1%

我想成为自由职业者 2.7%

在现有单位，从事其他岗位/专业的工作 2.3%

不工作 0.1%

其他 1.2%

不打算换工作

想换，但没想好怎么换

换家单位，从事用户体验相关工作

33.7%

27.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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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年龄

调查结果显示，用户体验行业从业者青年占比高，25 ～ 30 岁之间占比达到 55%。 

2.3.3 学历

用户体验行业从业者学历水平较高。调查结果显示，从业者中 93.8% 受过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其中

用户研究类学历水平最高，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超过三成。

 

2.3.4 工作城市分布

调查结果显示，从业者工作地点主要集中在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广州等一、二线城市，其中

北京地区（31.7%）占比最高。

初
中
及
以
下

高
中/

中
专

专
科/

高
职

本
科

硕
士
及
以
上

n=1580

n=522

年龄分布

用户研究类学历分布

48.5%14.6%3.4%

0.4%

33.1%

工作意愿    从业者属性

深圳 上海北京 广州杭州 南京 成都 西安 武汉 其他

n=1580目前工作的城市

18-21岁

22-24岁

25-30岁

31-35岁

36-40岁

40岁以上

54.5%

1.5%

3.8%

16.1%

18.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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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580

学历分布

33.3%

58%

23%

2%

1%

17%

本科

硕士及以上

专科

高中/中专

初中及以下

13.0%

31.7%

8.0%8.2%

3.2% 2.7%

13.2%

1.6%

17.2%

1.1%



调查结果显示，从业者更倾向于在大城市工作。深圳、上海、杭州青睐比例高于当前地区分布，北京

基本持平，其它城市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2.3.5 专业背景

从业者专业背景主要是“设计，艺术类”、“计算机电子信息类专业”；其中视觉，交互，品牌等从业者

主要来自“设计、艺术类”；团队管理、项目管理、产品类中“计算机、电子信息类”占比高；与其他类别相比，

用户研究中“心理学”，“社会学背景”专业比例更高达到 12.3%。

 

 
n=1580专业背景

从业者属性

深圳上海北京 广州杭州 南京成都 西安武汉 其他

n=1580期望工作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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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32.0%

8.0%
11.1%

3.1% 2.7%

15.7%

1.3%

8.4%

1.1%

14.7% 48.7%

25.1%

2.2%

1.8%

0.5%

1.0%

0.5%

0.8%

0.1%

2.4%

0.4%

0.3%

设计、艺术类

计算机、电子信息类

经济、金融类

法律、法学类

生化、医学类

中文、外语类

教育、哲学类

历史、地理类

法学、政治类

土建、水利类

农学类

其他

5.6%心理学、社会学

4.4%管理学类

0.6%数学、统计学类

5.6%机械、工业、自动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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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团队分析

3.1 公司团队的规模形式

本次调查中从业者在大中小型企业的比例基本一致。用户研究类，管理类从业者在 1000 人以上的大企业

的占比较大。

3.1.2 用户体验岗位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36.2% 的从业者所在公司拥有独立用户体验部门，这些部门主要分布在 1000 人以上的

大公司。其他岗位兼职来做用户体验相关工作的比例为 33.1%，主要分布在规模较小的企业里。

3.1.3 团队规模变化

用户体验团队规模基本在 50 人以内（80%）。在过去的一年里，约六成从业者表示所属团队人数规

模有所增长。

 

 

31.1%

30.9% 37.9%

n=1365

n=1365

n=1365

当前公司的用户体验团队情况

用户体验的团队规模

所在公司规模

1
0

0

人
以
下

1
0

0
~

9
9

9

人

1
0

0
0

人
以
上

公司团队的规模形式

其他

有独立的用户体验部门

没有用户体验团队
及工作岗位兼职

没有独立用户体验部门
有专门的用户体验团队

没有用户体验部门
有专门的用户体验岗位

14.7%

33.1%

14.2%

36.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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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365

过去一年，所在团队规模变化

9.5%

58.5%

14.3%

17.7%

增加

我不清楚

没变

减少

10人以下 10~49人 50~99人 100人以上

8.4%
11.7%

43.8%

36.2%



3.2 公司类型

调查结果显示，从业者超过七成在民营或者私营企业工作，工作领域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公司”，“硬

件设备厂商”，“金融行业”等，其中“互联网公司”占比超过六成，对比去年没有明显变化。

 

 

3.3 用户体验融入产品团队

为了了解用户体验在产品团队的应用情况，本次报告对“产品研发流程”，“公司内用户体验资源”，“产

品评价考核标准”等因素进行调查。

3.3.1 产品研发流程

在公司重点产品研发流程中，70.5% 从业者表示包含了“体验设计”，64.5% 包含了“用户研究”工作。

公司类型    用户体验融入产品团队

n=1365

n=1365

就职公司类别

在重点产品研发流程上，包含以下哪些工作

其他

国家机关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75.8%

8.9%

4.8%

1.2%

9.3%

就职公司
所属领域

n=1365

12.4%

56.0%

53.6%

64.5%

70.5%

以上都没有

市场研究

商业分析

用户研究

用户体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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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63.3%

8.9%

3.4%

2.8%

2.3%

2.1%

4.0%

5.2%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

其他

金融行业

教育/科研

5.6%
硬件设备厂商

媒体/广告

服务行业

专业设计公司

生产制造

2.3%
电信运营商



用于用户研究
的数据分析平台

用户体验设计
相关的专业培训

用户体验设计
专家或者顾问

用户研究
相关软件

3.3.2 用户体验相关资源

从业者表示，公司团队提供的资源主要有“用于用户研究的数据分析平台”（33.1%），“用户体验设

计相关的专业培训”(28.6%)，“用户体验设计专家或顾问”（26.3%），“用户体验设计专项经费”（25.3%），

“用户研究相关软件”(25.1%)。 

3.3.3 产品评价指标

调查结果显示，在监测公司重点产品时，常用的 KPI 指标有“产品行为数据”（57.2%），“产品态度

数据”（47.8%），“产品迭代数据”（40.8%）。

 

n=1365公司团队的用户体验资源

28.6% 25.1% 33.1% 25.3% 26.3%

n=1365公司重点产品常用的 KPI 有以下哪些指标

用户体验融入产品团队

产品财务数据 40.5%

体验设计质量 39.5%

其他 4.2%

产品行为数据

用户态度数据

产品迭代数据

57.2%

47.8%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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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产品核心问题处理

调查中从业者表示，所在公司重点产品的 KPI 指标（不包括用户体验相关指标）与用户体验相冲突时， 

选择 KPI 优先比例（52.5%）高于选择用户体验优先比例（43.3%）。

不同行业在以上场景的选择中存在一定差异性。“专业设计公司”，“服务行业”，“咨询公司”，“教

育 / 科研”等行业通常选择用户体验优先；“旅游”，“电信运营商”，“硬件设备厂商”，“金融”等行业

则以 KPI 为优先。

调查结果显示，以用户体验优先来处理问题的从业者满意度 高于 KPI 指标优先公司的从业者。

 

 

62.2

66.7
KPI优先解决

用户体验优先解决

用户体验 VS KPI 指标

n=1365用户体验 VS KPI 处理核心问题满意度

用户体验融入产品团队

用户体验决定 KPI指标决定 其他

14.7%专业设计公司

服务行业

咨询公司

生产制造

教育/科研

交通

医疗/生物制药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

媒体/广告

建筑/房地产

金融行业

硬件设备厂商

电信运营商

旅游

0% 20% 40% 60% 80% 100%

11

3 公司团队分析



收
入
分
析

4



四、收入分析

4.1 薪资收入

税前薪资年收入主要集中在 5 ～ 15 万（53.6%）。管理类薪资较高，约五成从业者收入在 20 万以上；

视觉设计、交互设计、品牌设计类约六成从业者薪资在 15 万以下；用户研究，产品类的薪资相对居中。

 

4.2 薪资相关因素

从业者薪资与“工作年限”，“公司规模”，“学历”，“工作经验”，“工作地点”，“行业领域”有

一定联系，其中“从业年限”，“公司规模”，“学历”因素影响更为显著。 

从业时间越长，高薪占比越大。从业八年以上的人群年薪大多在 50 万以上；从业 5~8 年的人群年薪

20~40 万的比例最高；从业 3~5 年人群，年薪 20~25 万比重较高；从业 3 年以内的人群年薪主要分布在 20

万以内。

 

n=1365税前年薪

不同从业时长的薪资

15~20万/年 20~25万/年 25~30万/年 30~40万/年 40~50万/年 50万以上不到5万/ ~10万/年 10~15万/年

10

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3年一下 3~5年 5~8年 8年以上

年 5

薪资收入    薪资相关因素

15~20万/年 14.1%

8.4%

20~25万/年 9.2%

25~30万/年 5.3%

30~40万/年 4.8%

40~50万/年 2.0%

50万以上 2.7%

不到5万/年

5~10万/年

10~15万/年

27.8%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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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同企业规模也存在较强相关性。公司规模越大，从业者收入相对较高。

从业者中，大专及以下学历，收入在 10 万以下人群占比超过 60%；硕士学历收入 76.8% 在 10 万以上。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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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万/年 20~25万/年 25~30万/年 30~40万/年 40~50万/年 50万以上不到5万/ ~10万/年 10~15万/年

10

0%

20

30

40

50

60

70

80%
100人以下 100~999人 1000人以上

不同企业规模的薪资

平均每年工资的涨幅 n=1365

年 5

 薪资相关因素    薪资涨幅

10~15% 13.3%

7.8%

3.2%

5~10%

0~5% 19.7%

没有涨 20.6%

每年都在跳槽

20%以上

8.4%15~20%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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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跳槽行为分析

本次调查中，有过跳槽经验的从业者占比超过七成。设计类职业跳槽比例更高，跳槽行为与个人属性没有

明显关系。

5.1 各职业有过跳槽行为的比例对比

调查结果显示，70.4% 的从业者有过跳槽经历；品牌设计类有过跳槽经验的占比最高，用户研究类占比

最低。

 

 5.2 跳槽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从业者最近一次跳槽的主要原因“产品项目前景不好”（35.3%），“公司团队状况糟糕”

（33.2%），“薪酬福利待遇差”（31.4%），" 工作无归属感 "（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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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过跳槽经验的比例

各职业有过跳槽行为的比例对比    跳槽原因

团队管理类 项目管理类 品牌设计类用户研究类交互设计类视觉分析类 产品类

没有换过 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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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槽的原因 n=1112

14.7% 35.3%

33.2%

31.4%

19.2%

6.7%

5.3%

2.2%

5.6%

5.6%

2.8%

3.1%

5.8%

3.2%

3.5%

22.6%

20.8%

产品项目前景不好

公司团队状况糟糕

薪酬和福利待遇差

工作无归属感

培训与学习的机会少

职业晋升慢

离家比较远

工作和生活难以平衡

工作压力大

专业不对口

上下级关系不好

工作环境差

同事间人际关系不和谐

岗位调动频繁

上下班交通状况差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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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跳槽前后变化

调查结果显示，从业者表示跳槽最大收获是“专业能力提升”（56.8%），“薪水增长”（52.5%），

“做的事情更有价值”（50.4%） 。

 

“薪酬福利问题”是影响从业者跳槽及工作满意度重要因素。调查显示，跳槽后薪资普遍有所增长，增长

幅度集中在 10%-30%。

 

跳槽后的最大收获

最近一次跳槽薪资涨幅

n=1112

n=1112

24%

21%

14%

13%

1%

6%

11%

1%

3%

5%

1%

0~10% 10~20% 20~30% 30~40% 40~50% 50~60% 60~70% 70~80% 80~90% 90~100% 100%以上

跳槽前后变化

14.7% 56.8%

53.5%

50.4%

20.8%

19.2%

1.2%

1.4%

10.8%

28.1%

24.2%

专业能力提升

薪水增长

做的事情更有价值

工作环境改善

人力资源丰富

职业专型成功

职位提高

工作与家庭平衡

无收获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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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兼职行为分析

6.1 各职业兼职比例

调查结果显示，34% 从业者有过兼职经历，其中视觉设计，品牌设计比例相对较高，用户研究兼职比例

较低不足三成。

 

6.2 选择兼职的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从业者选择兼职的主要原因是“提高专业能力”（50.5%），“增加收入”（49.5%）。

是否从事过兼职

选择相关兼职的主要原因

团队管理类 项目管理类 品牌设计类用户研究类交互设计类视觉分析类 产品类

是 否

提高专业能力

增加收入

感兴趣 拓展人脉

其他

50.5%

49.5%

33.3% 22.9%

0.9%

n=1580

n=537

各职业兼职比例    选择兼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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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与兼职行为相关的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国家机关 / 事业单位人士兼职工作的比例更大，民营企业 / 私营企业兼职比例最小。

调查结果显示，与总体相比男性用户选择兼职的比例更高。

 

 

45.1% 54.9%

38.4% 61.6%

总体

兼职人群

男 女

与兼职行为相关的因素

有兼职行为人群公司的特征

性别

n=1580

n=1580

总体 兼职人群

4.8%

9.8%

75.8%

68.4%

国家机关

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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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从业者满意度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2016 年用户体验行业从业者满意度为 65.5（总分 100），行业信心指数为 82.7（总

分 100）；与 2015 年满意度（64.4）、行业信心（83.1）相比，满意略有提升，信心指数稍有下降。

 

7.1 各职业满意度及信心指数分布

调查结果显示，用户体验各职业间满意度存在一定差异性。

团队管理者满意度最高 68.9；项目管理，用户研究，产品，品牌设计类满意度略低于团队管理者；交互

设计和视觉分析满意度最低。

品牌设计类行业信心指数（83.2）最高，视觉设计（83.0）略低于品牌，产品（82.5）和项目管理（82.6）

信心指数相对较低。

2015 2016

信心指数 满意度

83.1% 82.7%

64.4%
65.5%

满意度 & 信心指数

各职业工作满意度 n=1580

各职业满意度及信心指数分布

品牌设计类 65.9

产品类 65.1

视觉分析类 63.7

交互设计类 63.1

团队管理类

项目管理类

用户研究类

68.9

66.6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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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工作不满意的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工作中不满意的原因主要是“没有话语权”（32.4%），“薪酬太低”（32.0%），“个

人能力无法发挥”（29.1%），“工作内容繁琐”（29.1%）。

 

7.3 满意度相关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与工作满意度有紧密联系的因素主要有“公司、团队规模”，“从业年限”，“工资收入”、

“薪资涨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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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不满意的原因

不同收入人群满意度

n=1580

n=1580

61.1
63.8

67.5 68.0
71.8

66.5

46.0

80.5

68.9

不到5万 5~10万 10~15万 15~20万 20~25万 25~30万 30~40万 40~50万 50万以上

工作不满意的原因    满意度相关因素

14.7% 32.4%

32.0%

29.1%

14.0%

12.0%

5.5%

8.3%

10.5%

4.9%

29.1%

23.7%

不受重视，没有话语权

薪酬太低

个人能力无法发挥

工作内容繁琐

没有团队支持

加班太多

没有痛点

工作内容不感兴趣

办公环境差

同事关系不和谐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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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满意度与用户体验团队规模也有一定关系，随着团队规模和结构的变化，用户满意度也随之变化。“500

人以上”公司工作的从业者满意度最高达 67.1。“50 人以下”小公司从业者满意度最低仅 59.1。

  

不同公司规模满意度n=1580

满意度相关因素

100~499人

63.8%

500~999人

67.1%

1000人以上

67.4%

50人以下

59.1%

50~99人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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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核心竞争力

调查结果显示，从业者认为在用户体验行业中为了保证核心竞争力，需要具备的核心能力主要有“沟通

能力”,“需求理解能力”，“团队合作能力”，“逻辑分析能力”，“用研能力”等。

团队管理倾向于“行业分析能力”；视觉设计、品牌设计、交互设计则更重视“创造力”，“设计表达”；

用户研究与产品类模型较为类似，更加看重“数据分析”，“行业分析能力”，“逻辑分析能力”。

能力模型

保持核心竞争力需要具备的能力模型 n=1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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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理解

执行力

行业分析能力

创造力

数据分析能力 设计表达

用户体验

逻辑分析能力

团队合作

需求理解

沟通能力

10%

0%

20%

30%

40%

50%

60%

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