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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报工作为研究对象，系统阐述情报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揭示情报工作
对战争进程的影响，从全新视角诠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对深化我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具有促进作用。
    本书系统评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情报工作的影响。
本书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情报观念、情报实践和情报技术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促进了情报
工作的成熟，为战后情报工作的飞跃奠定了基础。
本书的研究结论对深化情报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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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情报工作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军事环境1918年11月11日，德国
代表团在协约国拟就的停战协定上签字，历经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尘埃落定。
为了清算战败国的战争罪责，重新瓜分世界，重建国际秩序，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
召开和会。
经过3个月的争吵，列强在和约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签订了《凡尔赛条约》。
和约调整了战后欧洲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随后召开的华盛顿会议调整了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
区的关系，从而完成了战后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建立。
世界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
然而，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催生作用，世界军事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一场新
的军事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战争形态、军事思想、军事战略、军事技术等各方面都在酝酿变革。
一、军事技术的进步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军事技术进步及其产生的武器装备，都是人类进行某种社
会实践即战争的工具，其发展与社会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社会生产力的每一发展都迅速推动着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更新。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滑膛枪和滑膛炮、线膛枪和线膛炮已经出现，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机枪开
始成批生产。
巨大的机枪火力使进攻一方遭遇了重大杀伤，作为机枪对立面的坦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现：
在1916年9月的索姆会战中，坦克首次在战场上使用。
在1917年底的康布雷战役中，英军集中了381辆M-4型战斗坦克和98辆辅助坦克，突破了德军的三道防
线，其威力初现端倪。
大战中，主要参战国装备坦克9200辆，其中美国1000辆，英国2800辆，法国5300辆，德国100辆。
1903年，莱特兄弟试飞成功，人类实现了飞天梦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开始执行侦察、射击和轰炸任务。
1917年，英国第41航空联队装备的双发轰炸机对德国实施了大规模的持续轰炸，不仅打击了德国的军
事力量，而且大大削弱了德国民众的土气。
大战中，主要参战国总共装备了18.19万架飞机，其中美国1.38万架，英国4.78万架，法国5200架，德
国4.73万架。
1910年11月14日，美国“伯明翰”号轻巡洋舰搭载飞机取得成功。
1911年1月18日，美国海军试验了飞机在军舰上的降落问题。
1917年，英国将一艘重型巡洋舰改装为航空母舰，美国海军也完成了航空母舰的设计工作。
坦克和飞机等新式武器的大量装备和普遍使用，标志着军事技术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有着数千年历史
的战争正式进入“机器时代”。
然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些武器可能具有的战略意义还来不及试验，“假如战争还能再
多拖一年，则战车和飞机本身即可以明显地证明，它们不是兵器，而是一种尽量载运其他兵器的运输
工具。
它们的主要特性为一种新的运输工具，其动力来源为石油，以它们为核心就可以组成一种全新的战斗
组织——即自动推进的装甲军团和空运部队，而不仅是自动推进装甲火炮和空降炮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坦克还没有成为陆军的主战武器装备，因而并不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作战的方
式方法。
坦克技术上的缺陷使其威力还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
人们只从对付堑壕和机关枪的角度去认识和使用坦克，从而降低了坦克的战略价值。
曾经指挥过康布雷坦克大会战的英国将军J.F.C.富勒指出：“由于不重视坦克在战术变革上的价值，所
以未能将康布雷之战打成一场胜利的突防战，的确是令人遗憾的事。
”飞机的数量虽然较多，但是空中力量作为一支刚刚出现的作战力量，对陆战场的影响仍然有限。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陆战场仍然是战争主战场，空中战场只是陆战场向空中的自然延伸，作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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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样式仍然是以轻武器为主战装备的步兵的线式作战。
二、战争形态的改变军事技术进步是军事领域一切变革的物质基础，军事高技术促进了武器装备的更
新换代，使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大大增强，使战争的物质基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同时，军事高技术还极大地改变了军队的组织结构，促进了军队编制体制的巨大进步。
高技术的广泛应用，深刻地影响着军事理论的变革和战争形态的更替，而军事理论革新又对新的高技
术武器的开发研制、编制体制、作战方式等方面发挥指导作用，加速军事领域的变革。
许多人认识到，未来的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都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富勒指出，当前的时代已经是一个机械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陆军必须实现机械化。
只有机械化才能充分发挥工业优势，避免阵地战的重演。
因此，战场上的一切车辆都必须使用装甲和履带，而战争目的是瘫痪敌军指挥系统。
富勒的观点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共鸣。
利特尔·哈特认为，未来的战争中，坦克必将成为一种决定性的武器。
法国的坦克之父J.B.艾斯蒂安纳（J.B.Estienne）将军在1921年的演说中宣称：“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坦
克不仅会动摇战术的基础，而且会动摇战略的基础，而在这以后，便会动摇一切现代军队的组织基础
。
”他认为，快速机动是达成突然袭击的最有力的手段，要用装甲车打败敌人，要求把坦克部队作为一
支独立的进攻力量使用。
1934年，夏尔·戴高乐在一篇文章中较详细地谈到了建立机械化部队的设想：“内燃机可以将人们所
需要的东西以任何速度、经过任何距离送到任何地点去⋯⋯内燃机装甲化以后所具有的威力和打击力
量，使得战争的步调随着它的行动而改变⋯⋯6个第一线师、一个完全摩托化和部分装甲化的轻装备
师就能组成决定胜负的兵力。
”他预计，未来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将是空军。
当空军和坦克部队结合起来后，进攻一方将会摧毁敌国的防御，引起敌人的崩溃。
富勒和利特尔·哈特等人的观点代表了军事学术的一个新的潮流。
他们认清了坦克潜在的战略价值及其对未来战争样式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其观点包括三个主要内容：
即，坦克是未来最主要的和最重要的独立的陆军兵种；坦克应作集中的使用，以它为核心加上摩托化
的其他诸兵种组成的机械化部队，可用于战略性作战；机械化部队突击与战术空军的配合是未来主要
的陆战形式。
他们被称为理论学派（theoreticalschool），盖因其观点尚未得到实战的检验，颇有纸上谈兵之嫌。
然而，当时在各国军界，占支配地位的却是传统的历史学派（historicalschool）。
它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认为未来的战争依然是阵地战，有着良好准备的防御者比进攻者拥有
更大的优势，机关枪和火炮可以杀死任何进攻力量。
法国军事当局声称：20世纪战争的全部教训，都在1914年-1918年间学到手了。
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坦克使用的经验，它认为坦克是一种战术性突破兵器，只能在战术范围内使用
；坦克是步兵、骑兵进攻的辅助性工具，而非独立的兵种；坦克使用的原则是分散到各个步、骑兵单
位。
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各国的新军事变革发展缓慢。
美国在战后解散了全部坦克部队，1200辆坦克不是被拆除，就是被封存，仅有一小部分被配属给步兵
，以支援步兵的行动。
拥有3500辆T型坦克的法军将坦克部队大幅裁减，一些坦克被以独立营的方式配属给步兵，每一个步
兵师配属一个坦克连。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法国才开始组建坦克部队。
英国的情况稍好，但到1924年，它把唯一的坦克军进行缩编，所装备的坦克数量削减到150辆左右。
曾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的黑格（DouglasHaig）将军认为：“今天，有些人在热烈谈论马匹可能要过时
，并且预言飞机、坦克和汽车在未来战争中将取而代之。
我相信马匹的价值及其未来的用处很可能会像以往那样大⋯⋯我完全赞同使用坦克和飞机，然而它们
不过是人和马匹的附属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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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会像以往那样发现马——良种马——大有用处。
”陆军部的首脑称，在机械化的问题上，我们得慢慢来。
富勒在谈到新军事技术对战争的影响时指出：“这是一般战争中的惯例，总是失败的方面可以学习到
更多的经验。
胜利者不免趾高气扬，而失败者则愿意追寻失败的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是坦克战的失败者，为数不多的坦克在战后被迫拆除，《凡尔赛条约》特
别禁止德国拥有坦克和战斗机。
但是，德国已经意识到这些武器的重要性。
在汉斯·冯·赛克特将军的领导下，德国偷偷地开始了军事训练，重点放在装甲兵及其理论的训练和
学习上。
德军认真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意识到要圆满贯彻坦克使用原则，必须把装甲兵集中，组成
装甲兵师、装甲兵军，并与摩托化步兵师一起作战。
1935年，德军成立装甲兵司令部，装甲兵部队开始独立和集中使用；1937年，古德里安发表《注意，
坦克！
》一书，将大量集中使用坦克的主张理论化和系统化，最终使德军确认了大量集中使用坦克的原则。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出现在航空领域。
朱里奥·杜黑根据1911年意土战争中飞机使用的经验，认为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将比气球和飞艇
优越。
在他的支持下，意大利飞机设计师卡普洛尼研制了第一架三发动机的轰炸机。
他曾建议组织500架轰炸机对奥地利军队的后方进行轰炸，但没有被采纳。
由于他对意大利陆军的战略指导持批评态度，他被军事法庭判刑一年。
1920年，意大利最高军事会议认可了杜黑的观点，陆军部于翌年出版了他的《制空权》。
杜黑认为，飞机彻底改变了战争面貌，是战争发展史上的转折点。
战争将成为全民的、总体的、不分前方后方、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
未来战争中夺取制空权绝对重要，“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丧失制空权就是战败”。
夺取制空权只能靠空军，建立一支与陆海军并列的独立空军是绝对必要的。
空军主要由轰炸机、战斗机和少量的侦察机组成，它是一支进攻力量，不适用于防御。
地面防空兵器是一种浪费。
空中力量应该集中使用，用于进攻。
要不顾敌方的空中进攻，集中最大力量对敌人发动进攻，攻击敌人抵抗最薄弱的部位，包括后方城市
和居民中心。
1927年，《制空权》一书再版，杜黑增写了第二篇，进一步强调了制空权的重要性，提出“制空权是
赢得战争胜利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
1928年，杜黑出版了《未来战争的可能面貌》，认为航空兵的出现将改变未来战争的整个面貌，也将
影响陆海军的作战行动，不正确估价这一点将是极端危险的。
毒气的使用也是如此。
飞机加毒气是至今为止最强大的突击力量，战争将从空中开始，并将是速决的。
几乎与杜黑同时，制空权理论在英国、美国也出现了。
1918年4月1日，英国陆海军的航空部队联合成立了一个独立军种，即皇家空军，这是世界上第一支独
立空军。
英国陆军皇家飞行兵团的指挥官休·特伦查德将军成为英国首位空军参谋长。
1918年秋季，英国成立了一支独立轰炸部队，对德国首都柏林和其他目标进行轰炸。
此后，特伦查德将军成为战略轰炸的倡导者。
在美国，威廉·米切尔准将也在倡导空战制胜。
在建立独立空军、强调制空权的重要性、发展空中力量、打击战略后方目标、发展民用航空等多方面
，米切尔的观点与杜黑如出一辙。
但是，米切尔比较重视飞机的综合使用，他对空军建设的想法比杜黑更切合实际，米切尔被认为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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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空军的创始人之一。
与机械化战争理论一样，制空权理论萌芽于战胜国，却在德国开花结果。
英国虽然最早建立独立空军，但战略轰炸对英国军事领袖的消极影响远远大于其积极意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年后，英国陆海军的军事首长们在不断地努力，要取消空军的独立地位，使
其再度成为陆海军的附庸。
而空中制胜论的创始人杜黑更是命运多舛。
他的理论在故乡也没有真正找到信徒，更遑论对欧洲的影响了。
1927年利特尔·哈特访问意大利，意大利空军部长巴尔波元帅在会谈中连杜黑的著作都没有提到。
直到1932年，巴黎才出版了《制空权》一书的法文版，但法国空军参谋部的军官没有一位听说过这本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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