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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全面地介绍了在Windows 2000平台上怎样实现VPN(虚拟专用网络)技术。
全书分别介绍了有关隧道的基本概念、隧道技术及其应用、相关协议、相关服务，涵盖了从路由环境
到NAT、DNS以及活动目录的知识；给出了VPN解决方案的向导；附录还提供了一些重要资料。

本书的目的是写给那些想学习如何配置自己的网络的设计者和管理员。
作者以自己丰富的经验给出一种直截了当、并可着手进行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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