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简介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世界四大湾区之一，大量集聚国际国内高端专家人

才，建设“国家级、综合性、示范性、国际化”的湾区人才新平台非常必要、

恰逢其时，人才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即将开港。

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是广东省委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的重要项目，也是人社部和广东省政府战略合作协议重要内容。

项目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 389号壬丰大厦内，地处广东、广

州政治文化中心区域，总建筑面积约 1.6万平方米，计划建设人才公共服

务中心、高层次人才创新交流中心、高技能人才创新交流中心、粤港澳大

湾区人才馆、广东省人社事业综合档案室、人才档案馆等功能区。

（一）人才公共服务中心：整合人才服务事项，运用自助机、机器人

引导、智能语音服务、人工窗口服务、专家一对一等多种形式，为海内外

人才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体验。先行先试建立统一的人才服务标准，打造一

流人才公共服务平台。

（二）高层次人才创新交流中心：建设数字化、智能化高新科技展厅，

全方位展示和发布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成果，并通过开展高端人才交流培

训、学术研讨、项目对接等活动，搭建产学研交流平台，引进、培养一批

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复合型领军人才，促进海内外人才创新合作，打造

世界一流成果对接、转化示范基地。



（三）高技能人才创新交流中心：建设高技能人才培养、评价、使用

的创新示范基地，展现我省高技能人才在世界大舞台上的风貌，打造高技

能人才和技工教育成果展示窗口、高端技工交流平台、“工匠精神”家园、

国际国内交流培训平台，及我省技能人才与产业对接平台。

（四）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馆：打造“人才史馆”“人才荣誉殿堂”，通过

全过程回顾和再现我省人才工作发展大事件、工作成绩成效，全方位展示

广东专技人才和技能人才两支人才队伍风采及科创成果，营造尊才爱才氛

围，厚植人才发展沃土，吸引和激励各类人才汇聚大湾区。

（五）广东省人社事业综合档案室：按照科学原则和方法，管理、开

发、储备人社事业档案信息资源，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维护档案的完整与

安全，为提升行政效能、提高治理水平，推动全省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支撑。

（六）广东省人才档案馆：建设新型智能化、标准化档案管理系统，

打造全省统一的信息化档案管理、转递中心，及流动人才人事档案管理的

示范基地，推动全省流动人才档案活化。

人才港建成后将成为大湾区全链条服务专家人才的总基地，从而辐射

湾区、面向国际，加速海内外高端人才及创新资源聚集，为广东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贡献智慧力

量。主要表现为“1234”：

“1”是实现“一个目标”。打造“国家级、综合性、示范性、国际化”在

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大湾区人才新平台，建成综合性实体+云端的“人才超

市”。



“2”是体现“两个一流”。硬件一流，突出科技感和艺术感，结合湾区

及广东特色，通过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打造全球一流人才服务平台；模

式一流，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打造全省一体化人才港运营大平台，创新

人才公共服务模式，利用湾区“磁场”加速海内外高端人才集聚。

“3”是突出“三个全面”。人才全覆盖，服务对象涵盖院士、优粤卡持

卡人、高校毕业生等所有专技人才，以及“大国工匠”、“技能大师”、普通

技工等所有技能人才；职能全贯通，通过人才港将实现人才所有服务“前

台集中受理、后台部门审批”，彻底扭转人才在党委政府多部门跑腿现象；

服务全链条，以人才成果转化落地为核心，打通从人才引进、评价、交流

到人才项目评审、路演、投融资、成果转化全链条。

“4”是实现“四大功能”。服务“大集中”，统一服务标准、服务模式，

为人才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便捷服务；交流“常态化”，聚焦各地经济产

业需求，线上线下常态化举办具有影响力的产业论坛、项目路演、学术报

告、人才沙龙等活动；展示“实时化”，线上线下展示为广东作出突出贡献

的人才，并将高端人才创新创业成果向全世界展示与发布，大力宣传广东

人才政策与引才成效；创新“不落幕”，“揭榜挂帅”面向全球征集核心技术

难题解决方案，实时发布全省人才需求，促进人才、企业、资金有效对接，

打造永不落幕的人才项目对接和成果转化平台。

同时，以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为龙头，依托现有各级人才公

共服务机构，将省级主港功能复制至全省各市县，高水平打造“省级主港+

市县分港”“实体港+云港”全省一体化人才公共服务体系，服务区域覆盖全

省并辐射港、澳，强化湾区对港澳乃至全球人才的集聚作用。



（注：如需进一步了解，可与联系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