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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来自作者经验的实例，对Unix系统管理的基本要素进行全面而深入的阐述，内容涵盖Unix系
统的设计、部署、维护和升级。
全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系统规划过程；第二部分讲述系统维护；第三部分讲述系统优化、
安全防护和系统自动化；第四部分讲述人的因素在Unix系统管理中的影响和作用。

    本书是一本关于Unix系统管理的教程和参考指南，特别适合已经或准备成为Unix系统管理员的读者
阅读。
由于系统管理的许多基本要素是通用的，因此本书也适合其他系统管理员和科技人员阅读。
此外，本书还可以帮助各种机构的管理人员和IT部门更好地分析机构内IT基础设施上的投资成效或应
该如何在IT基础设施上投资。
对于大专院校的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专业的学生来说，本书亦可作为将所学知识投入实际应用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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