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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金融》

内容概要

该书基于大数据环境，对网络金融课程的主要内容进行重新编排、修改和补充，内容不仅包含了网络
银行、网络保险、网络证券等金融互联网模式，也包含了P2P借贷、第三方支付、在线供应链金融等
互联网金融模式，同时也将智慧金融、移动金融等创新型内容纳入知识体系中。总之，本书结合国内
外当前研究成果和社会发展新动态，介绍前沿的网络金融领域知识，让学生实时掌握网络金融领域发
展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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