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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铜陵学院位于“皖江城市带”山水秀丽的铜陵市，是一所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工学、理学、
文学、法学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学科省属本科院校，2009年9月，学院被批准为安徽省省级示范应用型
本科院校立项建设单位。
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战略的全面实施和卓有成效地建设示范性应
用型本科院校，铜陵学院科学谋划办学思路，着力凝练办学特色，精心设计发展规划，主动调整学科
专业设置。
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的发展定位，适时调整了研究方向，设立了极具我院
科研特色的“皖江区域经济专项研究课题”。
　　铜陵学院设立“皖江区域经济专项研究课题”和结集出版《皖江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11）》的
主要目的是，充分发挥我院的区位优势和科研特色，通过打造我院的皖江区域经济科研团队，促进我
院“八百过程”建设和“校地合作、校企合作、校校合作”工作的深入开展，更好地服务“皖江城市
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战略的全面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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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加速皖江城市带高校图书馆从“专业馆”向“特色馆”转变的工作进程　　围绕资源选择
和采购进行馆藏建设活动并朝着专业性方向发展是“馆藏发展”阶段高校图书馆的主要业务，该项业
务带来的实践效应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密切了校内重点学科、专业与馆藏资源支撑之间的
关系；二是导致了同类高校和异类高校的同类专业在馆藏资源方面的日趋雷同，从而高校自身的馆藏
特色不断弱化；三是为加速专业馆向特色馆的转变进程奠定了基础。
因此，通过进一步整合高校图书馆自身的馆藏资源并实现从专业馆向特色馆转变，在“特色”建设中
彰显“优势”，在“优势”的基础上拓展综合服务能力，必将成为凸显高校图书馆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独特优势过程中新的管理理念和工作起点。
　　在加速专业馆向特色馆转变的工作进程中，做好具有自身特色的馆藏建设既是高校图书馆“特色
馆”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凸显其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独特优势的资源保障，更是进一步开展馆地合
作、馆企合作、馆校合作的实力体现。
因此，做好高校图书馆自身的特色馆藏建设工作，是加速专业馆向特色馆转变进程中的“当务之急”
。
具体而言：一是转变思想观念，将“特色就是优势”这一现代馆藏管理理念确立为指导馆藏建设的理
论基础。
二是依据本校的办学特色及发展规划，调整自身从专业馆向特色馆转变的方向定位，设计馆藏体系，
理顺馆内库室之间的业务关系。
三是充分利用传统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及专业长期以来积淀的馆藏优势，重新整合现有馆藏资源，加
速具有本校特色的学科、专业馆藏资源建设；开发校内师生多年来从事理论研究和科研探索过程中形
成的学术、科研成果，彰显具有本校特色的学术、科研馆藏资源。
四是深入挖掘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如徽商文化、皖江文化、青铜文化等），形成具有域内特色文化
的馆藏资源；与域内支柱企业合作开发支撑地方经济发展的生产、技术、科研等方面的特色文献资源
。
五是通过对具有本校特色的馆藏资源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开发，拓展现有资源的利用价值。
六是创建具有本校特色的资源数据库和打造具有本校特色的馆藏服务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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