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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网络工程师考试是软考最重要的考试之一，也是通过率较低的考试之一。
我连续多次担任了网络工程师考试的评卷组组长，也多次担任网络工程师考试辅导班教师。
在这个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的计算机网络和网络工程师考试的书籍，逐渐萌发了编写网络工程师考
试辅导教材的念头。
自从2007年4月出版《网络工程师考前辅导》一书后，我一直在构思写它的第二版。
读者反馈的意见有些两级化：大部分人认为该书132万字、954页的分量实在是太厚太重了，看起来很
吃力；少部分人认为写得不够深入，但可以当做速查字典。
对于第一种意见，我相当认同，因为当我自己最初看到这块“板砖”的时候，也是颇为吃惊。
但这也有些无奈，毕竟网络工程师考试大纲的涉及面太广，为了将相关知识点基本覆盖，也只能增加
厚度了。
当考生从考场出来时，如果感觉不好，会严厉指责书本的内容不够完整；但如果感觉良好，顶多开玩
笑说打算拿书去垫床脚。
至于第二种意见，我也相当认同，毕竟这本书的主要读者是参加网络工程师考试的考生和高等院校计
算机方面的学生。
只要知识深入程度能够满足考试的基本需要以及一般高等院校本科生教学的需要，就达到设计目的了
。
再深入下去，书的重量和厚度还将增加数倍，这对一般读者来说，无疑是个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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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辅导用书。
本书作者是高校计算机网络课程的授课教师，对网络工程师考试有较深的了解。
作者以2007年出版的《网络工程师考前辅导》为基础，根据网工2009版大纲与培训指南的要求修改、
完善和补充了相关知识，使全书的内容更完整、组织更合理、表达更顺畅。
本书力图帮助读者建立清晰的计算机网络知识架构，并且能够更容易地理解和掌握各方面知识。
作者大幅度调整了章节结构，剥离了《网络工程师考前辅导》中的四章内容，并将剥离的内容、历次
网工考试的试题解析及相关资料共享在作者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highlandcat上。
本书调整结构后，知识体系更加完整和紧凑，既适合参加网络工程师考试的考生使用，也可以作为高
等院校计算机网络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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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网络体系结构1.1 网络计算模型所谓计算机网络，是指两台或者多台具有完整功能的计算
机，通过通信设备和传输介质连接起来，在事先约定的通信规则下有效地交换信息的系统。
计算机网络由简单到复杂，产生过4种计算模型。
1.主机/终端模型计算机刚问世时，由于生产技术的限制，价格极其昂贵，只有少数机构才能够配置，
数量很少，大部分人不能直接使用。
为了让计算机能够为更多的人服务，出现了主机/终端(Host/Terminal)模型的计算机系统，如图1-1所示
。
一台计算机跟多个可操作终端直接连接，通过各终端共同操作计算机。
各位用户在终端输入不同的信息，主机便将所有信息按接收的顺序依次进行处理，并将结果返回给相
应的终端。
因为终端只是一个输入输出设备，不是具备完整功能的计算机，所以严格地说，主机/终端模型构成的
计算机系统不能称为计算机网络，但可以将它们视为网络的雏形。
2.对等模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们需要将位于不同位置的计算机通过通信线路连接起来，以实
现资源共享，于是就产生了计算机网络。
最简单的计算机网络计算模型是对等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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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工程师考试辅导(2009版)》：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件，计算机技术
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纳入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统一规划。
通过考试获得证书的人员，表明其已具备从事相应专业岗位工作的水平和能力，用人单位可根据工作
需要从获得证书的人员中择优聘任相应专业技术职务（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
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实施全国统一考试后，不再进行相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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