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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目前的移动通信产业融合现状和技术趋势入手，提出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的融合架构和技
术方法，形成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协调调用各类网络资源共同完成具有端到端质量保证的业务提供，
构建移动融合网络综合体系。
本书融通俗性、完整性、实用性、丰富性于一体，有助于广大读者理解移动融合网络的网络架构、各
种网络协议和网络机制。

　　本书既可作为研究生和本科高年级的教材，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IT、电信运营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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