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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族大学税务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学位代码：0253） 

 

 

专业学位名称：税务 

所属专业类别：税务硕士专业学位 

所属培养单位：财经学院 

学科简介： 

税务硕士专业学位，英文名称为“Master of Taxation”，简称 MT。主要面

向税务机关、企业、中介机构及司法部门等相关职业，培养掌握本专业坚实的基

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学术研究及实践工作能力的高层次、

应用型专门人才。就业去向主要为税务机关、企业、会计税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

构、司法部门等。本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2018 年获批,2019 年开始招生。现有

研究生导师 7名，其中，教授 4人，副教授 2人，讲师 1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5人。另聘有具有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资格的 5名校外兼职实践导师，任课

教师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有较强的实践操作技能与科研能

力，可满足高层次、应用型税务专门人才培养需要。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

坚决反对分裂。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

本理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2.遵纪守法、诚信公正、学风严谨、追求卓越；具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

会责任感，身心健康，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培养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职业道德素养，系统掌握税收理论与政策、

税收制度、税务管理以及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充分了解税务稽查、税务筹划

以及税务代理等高级税收实务并熟练掌握其分析方法与操作技能，具有解决实际

涉税问题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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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领域 

本专业设置两个研究方向，即税收理论与政策、税收筹划。 

1.税收理论与政策，主要研究内容：现代税收理论；科学评价税收制度和税

收政策的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税收理论发展前沿；税收政策实践的最新动态。 

2.税收筹划，主要研究内容：现代税收理论；税收筹划的知识和技能；税收

筹划和解决税收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全日制学习年限一般为 3年，最长不超过 5年（含休学等中断学习的时间，

创业休学、应征入伍休学除外）。申请提前或延期毕业者，依据《西藏民族大学

研究生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执行。 

四、培养方式与主要培养环节 

（一）培养方式 

1.以课程教学为主，重视和加强实践教学。 

    2.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鼓励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加强教学部门与实践部门的联系和交流，聘请相关部门的专家参与教学工

作。 

    3.采取考试与考查相结合的评定方式，必修课以考试为主，选修课以考查为

主，包括案例分析、专题报告等。 

    4.成立导师组，采取集体培养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指导方式。导师组应以具

有指导硕士研究生资格的教师为主，并适当吸收实务部门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或具有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等专业资格的相关人员参加。 

（二）主要培养环节及进度要求 

主要培养环节包括：课程学习、社会实践与学术活动、中期考核、开题报告、

学位论文撰写、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审、学位论文答辩。 

（三）学风建设要求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各培养环节中应严格自律，恪守学术道德，遵守学术

规范。学院每学期安排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课程或活动。 

五、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一）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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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学分制，总学分 37学分。1学分一般对应 17学时，每门课程的开设周

期原则上为一学期。具体要求如下： 

1.公共必修课：7学分。 

（1）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学分）（文

科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学分）。 

（2）研究生公共外语：4学分。 

说明：符合研究生外语免修条件者，可免修相应外语课程，并计入总学分。 

2.专业必修课：13学分。 

该专业开设 5门必修课： 

《论文写作指导与学术道德规范》（1学分）； 

《现代经济学（含宏、微观经济学）》（3学分）； 

《中国税制专题》（3学分）； 

《国际税收专题》（3学分）； 

《税务管理专题》（3学分）。 

3.专业选修课：16学分。 

税收理论与政策方向研究生必选 3门共 8学分选修课（带“*”课程），再

从其他 6门课程中任选 4门共 8学分选修课。 

《税收理论与政策》*（3学分）； 

《数量分析方法》*（3学分）； 

《财务会计理论和实务》*（2学分）； 

《税收筹划专题》（2学分）； 

《高级税务会计》（2学分）； 

《财务报表分析》（2学分）； 

《税务稽查专题》（2学分）； 

《税务代理实务》（2学分）； 

《经济法专题》（2学分）。 

税收筹划方向研究生必选 3门共 8学分选修课（带“*”课程），再从其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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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课程中任选 4门共 8学分选修课。 

《税收筹划专题》*（3学分）； 

《数量分析方法》*（3学分）； 

《财务会计理论和实务》*（2学分）； 

《税收理论与政策》（2学分）； 

《高级税务会计》（2学分）； 

《财务报表分析》（2学分）； 

《税务稽查专题》（2学分）； 

《税务代理实务》（2学分）； 

《经济法专题》（2学分）。 

4.社会实践和学术活动：1学分。 

在校期间参加学校、全国或国际学术会议、学术讲座（论坛）、学术研讨或

“三助一辅”（助研、助教、助管、兼职辅导员）或进藏调研 7天及以上并撰写

调研报告或参加校外实习满半年者，计 1学分。 

5.以同等学力或跨学科录取的学生需补修财政学、中国税制两门本科生课程，

所得学分不计入学生必须修满的学分之内。 

6.参与教学实践时间不少于 6个月，其中在财政、税务部门、注册税务师事

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相关涉税部门实习不少于 3个月。 

（二）课程设置 

 

表 1：公共必修课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总 

学时 
总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4 2 2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公 
共 
必 
修 
课 

研究生公共外语 68 4 1 外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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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总 

学时 
总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论文写作指导与学术道德规范 17 1 1 财经学院 

现代经济学（含宏、微观经济学） 51 3 1 财经学院 

中国税制专题 51 3 1 财经学院 

国际税收专题 51 3 1 财经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本

专

业

所

有

方

向

必

修

课 
税务管理专题 51 3 2 财经学院 

税收理论与政策* 51 3 2 财经学院 

数量分析方法* 51 3 2 财经学院 

财务会计理论和实务* 34 2 2 财经学院 

税收筹划专题 34 2 3 财经学院 

高级税务会计 34 2 3 财经学院 

财务报表分析 34 2 3 财经学院 

税务稽查专题 34 2 3 财经学院 

税务代理实务 34 2 3 财经学院 

税

收

理

论

与

政

策

方

向

选

修

课 

经济法专题 34 2 3 财经学院 

 

 

 

 

 

 

 

 

 

 

 

 

 

 

 

 

专

业 

选

修

课 

税 税收筹划专题* 51 3 2 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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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分析方法* 51 3 2 财经学院 

财务会计理论和实务* 34 2 2 财经学院 

税收理论与政策 34 2 3 财经学院 

高级税务会计 34 2 3 财经学院 

财务报表分析 34 2 3 财经学院 

税务稽查专题 34 2 3 财经学院 

税务代理实务 34 2 3 财经学院 

收

筹

划

方

向

选

修

课 

经济法专题 34 2 3 财经学院 

注：带“*”课程为该方向研究生必选课程，其他为任选课程。 

 

表 3：社会实践与学术活动 

培养环节 总 
学分 具体要求 

社会实践与
学术活动 1 

在校期间参加学校、全国或国际学术会议、学术讲座（论
坛）、学术研讨或“三助一辅”（助研、助教、助管、兼职
辅导员）或进藏调研 7 天及以上并撰写调研报告或参加校外
实习满半年者，计 1 学分。 

 

六、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是研究生正式进入学位论文研究阶段前的一次综合性考核，由财经

学院在入学后第四学期结束前依据《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规定》、《西

藏民族大学财经学院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细则》统一组织完成，重点考查研究生

是否掌握较为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能否综合运用这些知识分析和

解决问题；是否具备一定的创新性研究及实践工作的能力。考核内容为政治思想、

组织纪律、课程学习、学术研究等方面。考核结束后填写《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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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考核表》。中期考核未通过者可按规定申请再次考核，第二次考核仍未通过

者予以肄业。 

七、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为论证、审核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及内容而举行的专门报告会，

旨在监督和保障学位论文质量，由财经学院统一组织。 

研究生达到规定的学分，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提交导师审阅同意，填写《西

藏民族大学研究生开题报告审批表》，提交开题报告审核小组审核同意后，方可

申请参加开题报告答辩。开题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选题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

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创新点与不足、参考书目等。 

开题报告通过者，方可开始撰写论文；开题报告未通过者可按规定申请再次

开题。开题报告通过者如因特殊情况提出变更学位论文选题，应重新举行开题报

告会。 

八、学位论文撰写 

学位论文是进行学位评定的主要依据。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当在指导

教师指导下参照税务教指委的要求独立完成学位论文研究工作，相应形成的创新

成果应当以学位论文的形式完整呈现。学位论文研究的实际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

1 年。学位论文要理论联系实际，应体现创新性并具有实用价值。论文形式可以

是研究报告、调研报告或案例分析报告等。 

（一）学位论文使用语言：学位论文撰写须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二）学位论文必须符合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要求，具体要求见《西藏民族

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规定》的相关规定。 

（三）学位论文字数：税务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不少于 3 万字，摘要

300-500 字（外文撰写，一般不少于 150-250 词）。 

九、学位论文答辩 

研究生全面完成本学科培养方案规定的各个环节，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学位论

文，提交论文终稿，经指导教师以及论文评阅人同意，方可申请答辩。如论文题

目出现重大修改，应重新开题后方可申请答辩。学位论文的答辩程序按照《西藏

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规定》《西藏民族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

作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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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论文质量，严把论文质量关，税务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均应参加匿

名评审。具体要求见《西藏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规定》《西藏

民族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 

修满规定学分、完成专业实习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审核，授予税务硕士专业学位。 

十、阅读书目 

（一）必读书目 

01.平狄克著：《微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02.曼昆著：《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03.伍德里奇著：《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 

04.罗森著：《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05.詹姆斯，诺布斯著：《税收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06.琼斯，卡塔纳奇著：《税收筹划原理：经营和投资规划的税收原则》，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07.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组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

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08.吴敬琏著：《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 

09.高鸿业著：《西方经济学》（第八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 

10.税收学编写组：《税收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中国税务出版社联合出

版，2021年版。 

11.全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教材编写组著：《税法》（I、Ⅱ），中国税务

出版社，2022年版。 

12.梁俊娇著：《税务管理》（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 

13.梁俊娇著：《税收筹划》（第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 

14.盖地著：《税务会计学》（第十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 

15.朱青著：《国际税收》（第十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 

（二）选读书目 

0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02.马克思：《资本论》（1-3册），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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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04.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05.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06.琼斯，盖特那奇：《高级税收战略》，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年版 

07.文传浩，程莉，张桂君，夏宇等：《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理论与实务》，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08.蔡立辉 王乐夫：《公共管理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 

09.梁俊娇：《税法》（第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 

10.全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教材编写组：《财务与会计》，中国税务出版

社，2022年版。 

11.全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教材编写组：《涉税服务实务》，中国税务出

版社，2022年版。 

12.全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教材编写组：《涉税服务相关法律》，中国税

务出版社，2022年版。 

13.段从军：《国际税收实务与案例》，中国市场出版社，2016年版。 

14.庄粉荣：《纳税筹划实战精选百例》，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15.李先琴：《财务报表涉税分析》，立信会计出版社，2018年版。 

16.司宇佳，王卓：《大数据时代的税务稽查应对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9年版。 

17.付伯颖：《外国税制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18.狄方耀，图登克珠，李宏：《西藏经济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 

十一、课程描述 

（一）专业必修课 

1.课程名称：《论文写作指导与学术道德规范》 

课程简介：通过《论文写作指导与学术道德规范》课程的学习，提升学生对

学术道德、科研诚信、学术规范的认知程度，在科研与写作过程中，学会甄别和

判断各种学术不端现象，自觉维护学术公平与诚信，自觉抵御各种科研不端行为。

主要内容包括：科研诚信、学术道德、学术规范的概念与关系，科学研究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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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与行为准则，学术不端产生的原因剖析，国际和国内相关政策与制度，学术

失范现象分析，抵制与惩戒学术不端的措施，涉及到恰当引用、正确署名、合作

研究与合作者贡献声明、利益冲突声明、数据管理和共享、同行评审、环境和实

验室安全、科研管理责任等。教学形式为理论讲解，案例教学和讨论相结合，考

核方式：考查。 

2.课程名称：《现代经济学（含宏、微观经济学）》 

课程简介：通过《现代经济学（含宏、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了解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中心作用，明确市场失灵产生的原因及政府微观经

济政策内容，了解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和规律，掌握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政

府干预理论和新古典主义自由放任的思想。主要内容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

学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市场机制的特点和作用，主要内容有：供

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成本和收益理论、市场和厂商理论、

要素价格理论、市场失灵与微观政策分析等。宏观经济学考察的是国民经济整体

运行的情况，主要内容有：古典宏观经济模型、国民收入核算理论、产品市场的

均衡、货币市场的均衡、IS-LM 模型、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等。教学形式为理论讲

解，案例教学和讨论相结合，考核方式：考试。 

3.课程名称：《中国税制专题》 

课程简介：《中国税制专题》是以中国现行税收法律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一门

专业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熟练掌握每一个税种的具体要素规定、

计算方法。主要内容包括：税收基本知识：税收本质、特征、税制要素、税种分

类及税收体系。流转税：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的征收制度、应纳税额的计算，

我国流转税改革方向探讨。所得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制度、应纳

税额的计算，所得税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完善的探讨。其他各税种：房产税、契税、

车船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车辆购置税、土地增

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环境保护税等税种的征收制度、应纳税额的计算，财产

税、资源税以及其他税种的改革展望等。教学形式为理论讲解，案例教学和讨论

相结合，考核方式：考试。 

4.课程名称：《国际税收专题》 

课程简介：通过《国际税收专题》课程的学习，旨在使学生了解开放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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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税收的基本理论与政策，及时跟踪国际税收发展的新动态、新趋势，以提高

学生承担涉外经济工作的政策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该课程是研究各国政府

为协调对跨国纳税人的集中管理，跨国征税对象的重叠交叉特征和各自的涉外税

收负担政策等方面所采取的单边、双边和多边措施，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各国政府

同其他国家政府之间税收分配关系的准则和规范。主要内容有：税收管辖权的协

调与国际双重征税的避免，纳税人交叉和征税对象交叉的协调、管理与调整分配，

国际避税和逃税的防止，国际税收协定等。教学形式为理论讲解，案例教学和讨

论相结合，考核方式：考试。 

5.课程名称：《税务管理专题》 

课程简介：通过《税务管理专题》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并掌握税收征纳活动

中的程序性内容（即管理性措施）。本课程以讲述《税收征管法》及税收相关法

律为主要内容。主要内容包括：税收辅导、税籍管理、税基管理、税额管理、税

收查处、税收救济及风险管理等。教学形式为理论讲解，案例教学和讨论相结合，

考核方式：考试。 

（二）专业选修课 

1.课程名称：《税收理论与政策》 

课程简介：通过《税收理论与政策》课程的学习，在于让学生掌握科学评价

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的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理解税收政策的各种潜在经济影响，

了解税收理论的发展前沿和税收政策实践的最新动态，提高学生研究分析中国税

收政策问题的能力以及解决税收实际问题的能力。主要内容包括：税收根据理论、

税收原则理论、税收的经济影响、税收转嫁与归宿、商品税理论与政策、所得税

理论与政策、财产税理论与政策、税制结构理论、中央地方税权划分与地方税体

系建设、税收基本法问题研究、税式支出的理论与税收优惠政策研究等。教学形

式为理论讲解，案例教学和讨论相结合，考核方式：考试。 

2.课程名称：《税收筹划专题》 

课程简介：税收筹划是纳税人或其代理机构在遵守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通过对企业或个人涉税事项的预先安排，实现合理减轻税收负担目的的一种自主

理财行为。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在于使学生学会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降低税收负

担、税收递延、税负转嫁、选择合理的企业组织形式等基本方法来进行税收筹划。



12

对企业实际财务决策过程中遇到的有关问题做出具体的筹划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税收筹划基本理论，方法与流程；现行各种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以及其他税种的筹划内容与方法；企业生命周期包括企业设立、筹资、

投资、经营、重组与破产清算的税收筹划等。教学形式为理论讲解，案例教学和

讨论相结合，考核方式：考试。 

3.课程名称：《数量分析方法》 

课程简介：通过《数量分析方法》课程的学习，在于训练学生获取，处理和

应用统计数据的能力，以及利用获取的数据和基本的数量方法分析实际管理问题，

并将问题抽象为数学模型的能力。主要内容包括应用数理统计和运筹学两部分。

应用数理统计部分包括离散型和连续型概率基本知识、统计抽样、参数检验、假

设检验、回归分析等内容；运筹学部分包括决策理论、线性规划、整数规划和网

络规划等内容。教学形式为理论讲解，案例教学和讨论相结合，考核方式：考试。 

4.课程名称：《财务会计理论和实务》 

课程简介：通过《财务会计理论和实务》课程的学习，在于使学生了解和掌

握财务会计中重要特殊业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主要内容包括企业合并、合并财

务报表、外币业务、套期保值等内容。其中：企业合并主要包括企业合并的种类、

合并会计处理以及商誉减值；合并财务报表主要包括合并日（购买日）以及合并

日（购买日）后的合并会计处理及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外币财务报表折算方法；

套期保值主要包括套期工具以及套期会计处理等。教学形式为理论讲解，案例教

学和讨论相结合，考核方式：考试。 

5.课程名称：《高级税务会计》 

课程简介：通过《高级税务会计》课程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税务会计核

算的主要业务内容和核算方法，对于特殊纳税业务有深入的认识，掌握纳税申报

表的编制方法，提高学生运用会计理论和税法规定分析解决现实税务会计业务的

能力。主要内容包括：增值税、消费税、流转税小税种、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

税、财产税和行为税会计操作实务。教学形式为理论讲解，案例教学和讨论相结

合，考核方式：考查。 

6.课程名称：《财务报表分析》 

课程简介：通过《财务报表分析》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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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应用领域，明确作为财务人员应如何阅读和分

析财务报表，如何分析财务活动状况，如何评价财务绩效。主要内容包括：偿债

能力分析，营运能力分析，获利能力分析，现金流量分析等。教学形式为理论讲

解，案例教学和讨论相结合，考核方式：考查。 

7.课程名称：《税务稽查专题》 

课程简介：通过《税务稽查专题》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熟练运用已经掌

握的税收、财会等相关知识，审核纳税人是否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撰写税务稽查

报告；辅导纳税人调整相关账务处理。主要内容包括：税务稽查选案法、稽查证

据及获取、稽查路径、稽查工作底稿、销售与收款循环稽查、采购与付款循环稽

查、生产与存货循环稽查、筹资与投资循环稽查、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稽查。教学形式为理论讲解，案例教学和讨论相结合，考核方

式：考查。 

8.课程名称：《税务代理实务》 

课程简介：通过《税务代理实务》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系统掌握税务代

理实务内容的基本概念，各税种应纳税额的准确申报代理和纳税审查代理及办

（报）税程序能力基本方法的训练和培养。主要内容包括：税务登记代理实务、

发票领购与审查代理实务、建账建制代理记账实务、企业涉税会计核算、纳税申

报代理实务、纳税审查代理实务、税务行政复议代理实务、涉税文书制作代理实

务、税务咨询与税务顾问、税务代理执业风险与质量控制等。教学形式为理论讲

解，案例教学和讨论相结合，考核方式：考查。 

9.课程名称：《经济法专题》 

课程简介：通过《经济法专题》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经济法的基本概念

和原理，了解经济法的学说和制度的基本体系内容及其最新发展，并初步具备运

用所学知识分析相应的法律实际问题的能力。主要内容包括：经济法总论；经济

组织法（公司法律制度，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律制度，合伙企业法律制度，个

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等）；市场管理法（反垄断法律制

度、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产品质量法律制度、证

券法律制度、房地产管理法律制度等）；宏观调控法（计划和统计法律制度、固

定资产投资法律制度、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财政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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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法律制度、价格法律制度、会计和审计法律制度、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等）；

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社会救济法律制度等）等。

教学形式为理论讲解，案例教学和讨论相结合，考核方式：考查。 

 

 

总负责人：陈爱东    负责人：陈爱东    执笔人：魏小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