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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高端研发人才的重要目标。此外，任职过多家企业的人员的

行业视野可能更为广阔，对于职业发展的追求更加热切。对此，

企业还可以进一步通过对专利文献中目标人选几年来在不同企业

之间的流向进行分析，来判断其求职意向，为企业的人员招聘提

供更多信息输入。

通常来说，这类招聘操作可以由研发、人力资源以及知识产

权三个部门协同完成。大致流程如下：

① 研发部门向人力资源部门提出招聘需求。

② 人力资源部门根据自身需要引入知识产权部门，由知识产

权部门会同研发部门明确待招职位最为关注的技术方向及其技术

主题，据此设计出合理的检索式，并通过检索发明人的方式，发

现候选人员。

③ 知识产权部门将人员列表反馈到人力资源部门进行有针对

性的联系。

二、入职离职与管理制度

（一）入职时应注意的知识产权问题

员工入职是人力资源招聘工作中极为重要的环节，企业在用

工过程中很多知识产权风险其实在员工入职伊始就已埋下。

在人员入职过程中，应重点关注和排查如下风险：

① 新入职人员可能受到与原单位签订的商业秘密、竞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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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知识产权条款的限制。

② 在本单位开展工作时，可能侵犯原单位的经营信息和技术

信息等商业秘密。

③ 新招聘的员工在从原单位离职后一年内，如果将与原工作

有关的发明创造在本单位申请专利保护，则可能会引发知识产权

权属纠纷。

④ 人员入职之后如果无法适应本单位环境，短期出现离职，

可能会导致本单位的商业秘密、智力劳动成果等流失。

⑤ 从直接竞争对手直接招聘的核心员工，需要注意出现舆情

风险。

对此，在给新员工办理入职手续时，企业应该注意完善员工

入职流程，书面化签署、确认各种文件，并进行可能的侵权风险

提示，主要包括：

① 请员工签署承诺书，承诺其不会违反对原单位的任何竞业

限制义务，不会将任何涉及第三方的商业秘密带入企业，且不会

违反对原单位的任何知识产权归属协议所确定的义务等。

② 及时签署劳动合同，明确其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约定对

于本单位职务发明创造中知识产权的归属，并且设置保密条款，

保护本单位的技术秘密和经营秘密。保密条款也可以独立于劳动

合同，采取保密协议的形式单独签订。

③ 对于掌握核心机密的重要员工，可以额外签订竞业限制协

议，强化对企业核心竞争资源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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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在聘用研发人员时要做好背景调查，并关注入职一年内其

完成的研发成果是否属于其在原单位的职务发明。对新入职研发

人员在上一家单位工作不满一年的，还要跟踪其入职前一年内工

作的其他几家单位。

⑤ 要求员工注意在日常工作中制作、存留相关项目的方案构

想、实验数据、设计图纸等资料文件，产生纠纷时可以作为参考

证明等。

上述协议和访谈模板等可以由人力资源部门与知识产权部门

和法务部门协作设计制定，并交由外部律师确认，做到标准化、

规范化处理。

（二）对离职员工的知识产权访谈与定期监测

员工离职后，利用在原单位掌握的商业秘密牟取暴利的案件

时有发生。２０１７年，某食品公司的离职技术人员贾某非法将其在

该公司掌握的专有技术、生产工艺等核心机密信息使用在另一家

食品加工企业的生产经营中，给该公司造成高达千万元人民币的

损失。

由此，企业还应该在人力资源环节的最后一环，即离职手续

上做好把控工作。需要重点关注是否存在如下情形：

① 员工在离职时是否复制并带走了工作电脑中的文件，相关

文件是否包含企业的商业秘密，或是否有造成企业商业秘密外泄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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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员工在离职前是否对工作邮箱或者文件夹做好备份和归档，

避免造成企业的商业秘密流失。

③ 员工在离职后是否将其在原工作期间作出的发明创造以个

人名义申请保护，造成企业的研发成果损失。

④ 员工是否违反竞业限制协议约定，从事受限领域的工作或

在有竞争关系的单位任职等。

对此，企业应在签署解除劳动合同手续之前，与离职员工办

理离职手续，内容主要包括：

① 对于离职员工，企业应要求其妥善办理工作交接，核查工

作相关信息是否已经按照企业的规定归档保存，并再次提醒其保

密义务。

② 要求离职员工主动删除私人保存的商业秘密信息，告知其

不作为所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必要时，可以通过预装在办公电

脑上的数据防泄露 （ｄａｔａｌｅａｋａｇ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ＤＬＰ）软件进行核查。

③ 提醒员工注意在从本单位离职后一年内作出的、与本职工

作有关的发明创造的专利申请权仍然归属于本单位，避免产生不

必要的权属纠纷。

④ 如果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应在离职时向员工明确协议是

否生效。如果生效，企业应在竞业限制期限内向离职员工支付补

偿金。

此外，针对核心离职员工，建议设置离职人员档案，并安排

专人进行定期核查，及时跟进核心人员离职后的动向。如发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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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侵权或违约可能，应第一时间向企业有关负责人汇报。

（三）企业知识产权类制度和规范

为了承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落地、确保知识产权部门有

序开展工作，企业应该根据自身发展战略与方向，设立健全完善

的知识产权类制度和规范。

企业中常见的知识产权类制度和规范可以包括：

① 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用于定义本企业设计的知识产权类型、

企业有关负责人、归口责任部门、审批管理制度、职务成果归属、

工作存档与备案制度等。

② 知识产权奖惩制度：用于明确与知识产权申请、保护、成

果转化方面的奖励与报酬的金额和方式以及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惩罚措施等。

③ 保密制度：用于定义企业的技术秘密和经营秘密、区分保

密级别及其使用权限、商业秘密的加密和解密规则、涉密区域与

外来人员管理等。

④ 办公软件管理制度：用于明确办公软件的购买、登记、安

装、调试等规定，禁止员工在企业电脑上私自安装盗版软件等。

⑤ 信息安全制度：用于加强企业计算机存储、网络传输和密

码技术的管理，保证企业网络环境稳定、信息内容安全等。

知识产权类制度和规范的制定可以由人力资源部门、知识产

权部门等相关部门会同专业律师一起商讨制定。具体形式可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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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独立的规章制度，也可以选择其中的基本要求和原则 （例如，

保密规范等）纳入员工手册，作为企业的基本行为规范。

三、培训、激励与考核

（一）知识产权类培训

为了将知识产权融入企业经营管理和企业发展规划之中，提

高企业内部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应在企业培训体系中引入知识

产权课程内容。

知识产权类培训根据培训对象和培训目的的不同，大体可以

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① 管理层培训。培训内容可以包括：知识产权的国际形势、

国家对于发展知识产权的宏观政策、知识产权对于企业经营全局

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企业内部知识产权评估、竞争对手的知

识产权分析、相关行业／产业发生的典型知识产权案例等，目的在

于让管理层能够了解到知识产权对于企业经营发展的重大意义。

② 新员工的入职培训。培训内容可以包括：知识产权的基本

概念、企业中涉及哪些知识产权及其管理制度、申请知识产权对

于企业和个人的益处、大致的申请思路和流程、侵犯他人知识产

权可能造成的危害等，以便让新入职员工能对知识产权有初步

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