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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Android安全攻防权威指南》由世界顶尖级黑客打造，是目前最全面的一本Android系统安全手册。
书中细致地介绍了Android系统中的漏洞挖掘、分析，并给出了大量利用工具，结合实例从白帽子角度
分析了诸多系统问题，是一本难得的安全指南。移动设备管理者、安全研究员、Android应用程序开发
者和负责评估Android安全性的顾问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必要的指导和工具。
在本书中你可以：
熟悉实现安全性的细节，以及由Android操作系统开放性带来的复杂问题；
绕开常见安全隐患，了解智能手机最新黑客攻击策略；
回顾曾成功攻破Android操作系统的各类攻击；
探索ROOT操作、分区布局和引导过程；
理解Android生态圈的复杂性，包括各个硬件厂商和软件开发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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