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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微软公司的组件对象模型(COM)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已崭露头角，它是微软迈向分布式计算的基础。
不论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是定制应用程序的一种强大的方法。
并且它是OLE和ActiveX的基础。
COM帮助你理解未来的程序开发技术，而这本书帮助你理解COM。
在本书中你将发现：构建优美的COM组件的清晰、简单、实用的规则；COM是如何易学易用，特虽
是对那些熟练掌握C++的人；循序渐进地介绍COM设计；以代码形式给出的大量实例。
 《COM技术内幕》适合于中、高级C++程序员；COM、ActiveX和OLE程序员；对组件设计感兴趣的
研究人员；以及那些当COM移植到UNIX、MVS和其他环境时想要使用到COM的程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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