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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1会议室方案
31.6.2流动系统
31.6.3基于PC 的系统
第32章 电信金融
32.1引言
32.2利益
32.2.1硬利益
32.2.2软利益
32.3花费
32.3.1花费/利益计算
32.3.2寿命周期
32.4标价考虑
32.4.1做出决定的过程
32.4.2证实花费
32.4.3维护问题
32.4.4降低的价格与改进的服务
32.4.5示样计算
32.4.6最初花费
32.4.7附加花费
第33章 传真
33.1传真传输
33.2传真的种类
33.2.1GroupI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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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GroupⅡ传真
33.2.3GroupⅢ传真
33.3打印选择
33.4传真板
33.4.1保存和发送
33.4.2直接进入PC的接收
33.4.3以后的打印
33.4.4激光或点阵打印
33.4.5作为图形或ASCII保存的文件
33.5传真的通用
33.6未来的机器
第34章 电缆系统
34.1引言
34.2双绞线
34.3同轴线
34.4光学纤维
34.5光纤的应用
34.6光纤的差异
34.7光纤的未来和冒险
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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