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8卷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8卷本）>>

13位ISBN编号：9787801869456

10位ISBN编号：7801869451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东方出版中心

作者：沈志华,杨奎松 主编

页数：5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8卷本>>

前言

2004年10月，我们和本中心研究员李丹慧、北京大学教授牛军到美国华盛顿“水门”饭店参加了一次
特别的学术会议。
这次会议由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Council）委托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史项目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v Project，WoodrowWilsonInternationalCenterfor Scholars）主持召开，而参
加者除了几位美国学者、2位俄国学者和我们4位中国学者外，其余的都是国家情报委员会和中央情报
局（centralIntelligence Agency）的官员、专家。
新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出席了会议，著名外交家基辛格也到场做了演说。
会议内容是对当天解密的71件、共1 000余页中央情报局档案的价值以及意义进行讨论和评估。
这些文件都是1948～1976年之间中情局收集的关于中国情况的情报以及对这些情报的分析和评估报告
。
会前一个多月，我们收到了这批当时尚未解密的档案，并按照要求分工写出了4篇评论。
会上，中、美、俄三国学者交换了对这批文件的看法。
并对在场的中情局官员和专家进行了询问。
这批文件的解密及为此而召开的会议，应该看作是美国在“9·11”事件后对情报机构进行调整的举动
之一。
中情局是美国最主要、最核心的情报机构，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中受到各方面的质疑，是可以想见的，
检验其历史上对华情报评估的结果也是一种办法。
不过，关于冷战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学者而言，这批档案的解密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8卷本>>

内容概要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是以中央情报局为主的美国情报机构收集的中国情报以及
对这些情报进行分析和评估的报告。
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最主要、最核心的情报机构，因此这些情报档案原是美国的最高国家机密。
直至2004年，这些情报档案才开始陆续解密。
    作为中国国内第一部以美国对华情报为主题的译著，本套书有三大特点：第一，档案来源广泛，包
括纸质文本、数据库和缩微文献；第二，以绝密、机密的“特别国家情报评估”和“国家情报评估”
为骨架，较为全面系统地展示了冷战时期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状况的认知、
分析、评判和预测；第三，由国内知名学者撰写的各编“导论”，不仅概述了本编收录文件的种类、
来源和内容，而且对文件判断的准确程度及其原因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本套书的原始文件材料始于2005年中国学者有计划的搜集，其翻译、整理和研究的课题，被列入2007
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2007DTQ001），该成果亦属于上海重点学科建设
项目〔B406〕。
    全套书内容丰富，编译者按文件主题划分十五编以利读者阅读：（1）中国综合状况；（2）中国内
战；（3）中国政治；（4）中国经济；（5）中国军事；（6）中国外交；（7）台湾问题；（8）文化
大革命；（9）中苏关系；（10）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1）中国与第三世界；（12）中国与朝鲜战争
；（13）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14）中国与南亚；（15）美国情报机构，并附有“外国人名译名对
照表”、“专有名词译名对照表”。
    全套书分8卷装订，总计约660万字，是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以及爱好者了解和研究中国与世界现当
代史、冷战国际史、政治史、经济史、战争史等领域极为难得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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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中国综合状况导论 1—1 中情局关于至l957年前中国潜在能力的评估报告（1954年6月3日）问题
评估直到1957年前共产党中国的政治、经济及军事进展。
结论1.中国共产党人①的长远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自身经济军事实力基础、在东亚南亚占
据统治地位的苏联模式国家。
为此目的，他们将采取具有共产党政权特色的强制且残酷的措施，尽快地向前推进，既按共产党的方
针改造社会结构，又努力改善行政体系的效率，并且最大可能地发展经济。
该政权将投入大量资源加强其武装力量的现代化，并使之强大，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实力基础。
2.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计划不为人详尽知晓，但看起来这些计划打算，1957年的总产量要比1952年增
加20％～25％。
重点是增加现代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产量。
中共政权经济计划的实现取决于增加农业产量，同时还得严格限制消费，以提供所需资源来支撑工业
投资及军事计划。
实现规划所需的大部分资本货物将不得不通过中国的出口从苏联集团其他各方来换取。
可用资源必须高效率地加以调配，以确保关键经济部门，如交通运输业，能够满足因扩大生产所造成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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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1辑~第8辑(套装共8册)》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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