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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分别从基础、内核、系统、编译以及硬件驱动几个方面对Android内核相关知识进行深入剖析
，详细分析了Android内核的内部机制，包括窗口管理系统、Activity管理系统、输入法框架、编译系
统等，为Android内核定制以及高级应用程序开发提供技术参考。

本书适合于所有Android相关的工程师以及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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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内核剖析”乍一听起来挺吓唬人的，但这个词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什么才能称为内核？
另一个是“谁”才有能力或者有机会写一本“内核剖析”的书？
    由柯元旦编著的《Android内核剖析》之所以在前言中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为了不吓唬大家，并给大
家一种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理解本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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