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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App 后台开发运维和架构实践》通过阐述移动互联网中 App 后台开发的特点，梳理了 App 后台开发
中会遇到的各个技术点，给出了生产环境常用软件的实战运维经验总结，剖析了常见 App 后台技术架
构设计，为读者呈现一幅包括技术选型、后台搭建、性能优化、运维实践、架构设计的 App 后台开发
蓝图。
《App 后台开发运维和架构实践》的目标读者是对技术感兴趣的产品经理、刚入行的 App 后台开发人
员，以及从传统软件行业转向 App 后台开发的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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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讲的囊括了许多 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啃起来是略费劲
2、讲的很浅，不过很全面
3、算是一个提纲挈领的介绍，可能最重要的需要自己去学习
4、讲得比较全但是不深
5、深入浅出，入门不错
6、还行，什么都耍了一下。
7、比较泛，也比较实在的一本书，都是从实际开发过程出发。
适用于工作1到3年的开发同学阅读。
8、总结了一些常见的实践技术，对于了解一下后台技术还是挺有价值的。
9、对于新接触app后端的人来说，有一些很有帮助的干货，比如app版本更新，app消息推送，app的url
签名等
10、一看书名就是讲的比较泛，但是不得不说，我推荐一读，因为它泛但不失精准
11、把整个APP 后台开发都是涉及了，属于大而全类书籍，具体技术细节和问题还需要自己实践，如
果当时我能早点看到此书也不会那么懵逼了。
12、泛，但有用
13、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书虽简单，各个方面的介绍还是挺到位的，普及性质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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