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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电子商务》

内容概要

本书在跟踪全球电子商务发展最新动态的基础上，通过大量详实、新颖的资料，系统介绍了电子商务
的全貌，回答了什么是电子商务、电子商务为什么重要、以及面对电子商务我们应该怎么办等当今社
会各界关注和困惑的问题。
本书通俗易懂，实用性强，适用于想了解电子商务知识的各界读者以及从事电子商务相关技术和管理
工作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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