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第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第二辑）>>

13位ISBN编号：9787802323292

10位ISBN编号：7802323290

出版时间：2001-5

出版时间：时事

作者：张晓军 编

页数：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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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第二�>>

前言

　　2000年，我们从美国公开出版的数百种情报研究著作中，遴选出24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了研
究、评介；2005年，《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由时事出版社出版，就我们的学术视野所及，这
是国内系统介绍与研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情报理论成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此后，我们坚持在这一领域开拓、发掘，未敢有丝毫懈怠。
现在，我们这几年在美国情报研究领域的又一个阶段性成果——《美国军事情报理论著作评介》（第
二辑），终于与大家见面了。
　　我们之所以把比较大的精力放在研究与评价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军事情报理论原著上，连续推出
“著作评介”类研究成果，主要是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一、美国的军事情报理论研究一直
占据着该领域的前沿，其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就是数量庞大且快速增长的各类情报著作。
据我们所知，美国情报理论著作的出版量是全球最大的，每年正式出版、发行的各种情报类著述数以
百计。
长期跟踪、深入挖掘这些既有研究成果，既是我们研治军事学的分内之责，也是对相关学科学术研究
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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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2005年版《美国军事理论著作评介》的续篇，本书在选题立意、内容划分、体例结构等方面，尽
可能与2005年版保持连贯与统一。
本辑选取主题集中、内容聚焦的21部代表性作品，从情报改革与转型、情报与战略(决策)、情报历史
等三个方面，对美国情报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新变化进行解读，力求在准确理解原文思想意蕴的基
础上做出客观评析，以取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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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院首届首席教授，解放军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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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机构间合作　　现在我们知道，重组美国情报系统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取代这一任务的另一个管理方面的“维修”是鼓励各机构间进行各个层次的合作。
几年前，由情报界管理官员发起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在情报界存在着许多各个层次的非正式的机构
间合作，这些合作主要是涉及人员和管理方面的事务。
之所以建立这些合作小组是因为相关人员认识到他们有必要经常会面，讨论他们面临的问题或是预测
可能出现的又必须处理的事件。
虽然这些小组现在借助网络可以更加方便地进行联系，但是面对面的会谈更能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亲密
关系，这是机器无法实现的。
　　正式的机构间小组，如反情报中心和反恐中心，都被证明对于促进机构问合作非常有效。
情报管理官员应该鼓励建立非正式的机构间委员会和小组，当然这就要求他们能够容忍雇员偶尔缺岗
。
这些小组自身也必须让管理官员更加了解其工作，只要官僚机构愿意接受这些非正式的报告而不是其
他更复杂麻烦的东西就行。
　　如果没有一种可行的方法来重组情报界，而只是一味地批评中央情报主任，那相关的其他改革还
会有意义和成效吗？
这就促使我们先考虑行动问题而不是结构问题。
在行动方面，需要进行真正的改革。
起初，我们可能持有下述观点：情报应该与政策脱离。
确实，在美国，我们可以从一个现存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即几乎整个情报系统都不在华盛顿城区内
：中央情报局在弗吉尼亚的郊区；国防情报局大部分被孤立地安置在华盛顿区南边一个废旧的空军基
地；国家安全局几乎已经在巴尔的摩境内；国家侦察办公室更是已经靠近杜勒斯机场；只有联邦调查
局和国务院下属的一个很小的分析部门靠近国家权力的中心地带。
当前对现有的系统持支持态度的人认为：由于网络的便利，位置的远近变得不再重要。
但是他却忽视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美国的安全政策仍然是人制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情报系
统能够运转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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