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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全面地介绍了关于Windows 2000的信息系统安全，介绍了大量有关Windows
2000安全的工具、特性及结构方面的信息。

全书分四部分，分别介绍了安全的基本概念与定义、操作系统安全的保护、本地网络安全的保护以及
实际网络安全的保护。
内容包括：密码学简介、相关的安全协议、公钥体系及其建立过程、Kerberos、加密文件系统、NTFS
、安全策略及安全工具；此外，还介绍了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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