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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本关于情报(intelligence) 的书。
我所说的intelligence,不是心理学家试图测量的某个人的理解能力，而是战略学家制定和实施计划所必
需的那种情报。
正如我将描述的，情报是高层军政人员保卫国家福祉所必须具备的知识。
    关于情报有许多可以理解的神秘性，但情报确实就是一件简单明了的事情。
作为一种活动，它是对某种特定知识的追求；作为一种现象，它是一种因之产生的知识。
小而言之，我们每天都在从事情报工作。
当一个家庭主妇决定增加她的购物清单时，当一个医生诊断病情时，几乎每个人决定采取行动时，他
都会做些初步的情报工作。
有时这项工作是非正式的、发自本能的，以至于不被视为情报工作，比如，在分类电话薄中寻找合适
的修车工人。
有时这项工作是正式的、艰苦的、系统的，例如在林德伯格绑架案 中，警官阿瑟·凯勒对涉案的梯子
所作的精湛分析。
但不管这项工作是出于本能，还是有意识的精湛的智力活动，从本质上讲，情报工作都只是对唯一的
最好答案的追求。
    正如我在这本书中即将讨论的，战略情报是寻求这种有用知识的一种拓展。
这种拓展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要形容战略情报产生的知识，应使用一个比“有用”更为冷峻的词汇。
你应称之为对于国家生存来说至关重要的知识，因此它是严峻的、高层次的(somberness and stature)。
其次，细微之处的拓展，在处理攸关国家存亡的问题时，需要对其他国家的实力和意图进行长期预测
，评估其为应对我方行动计划可能做出的反应。
这些问题只能交由具备专业技能的专家处理。
这种专业上的拓展是相当大的。
但另一面，在寻求这种细微知识时，我们经常会遇到阻碍。
这些障碍是其他国家有意设置的，克服这些障碍所使用的方法，也是常人所不尽熟悉的。
这就存在着第三种拓展，即通向秘密调查领域的拓展。
(据说这一阶段的情报工作最为引人注目，也是外行人过分喧染的。
)    最后一个拓展就是规模的大小。
战略情报产生的知识数量相当巨大，以至于战争期间需要成千上万的专业人员才能做好这项工作。
和平时期，这项任务同样巨大。
这就意味着情报处理需要依靠集体努力，而不是仅靠个人力量；必须有一个复杂而谨慎的劳动分工；
随之就会产生人事、组织、管理和人际关系等问题，这些都是企业才拥有的特质，而不同于我们平时
所见的追求真理的活动。
    我所说的这种拓展尽管十分重要，但依然处于情报工作的外围，因为情报工作的中心依然是一种简
单自然的获取知识的努力，以确保行动能取得成功。
我们可以说，战略情报是一种战争时期及和平时期国家的对外政策都必须依赖的知识。
诚如沃尔特·李普曼所说，如果外交政策是共和国的盾，那么战略情报就是使盾在合适时间放在合适
位置的东西。
它也是准备引导长剑出鞘的东西。
    在我国历史上的和平时期，情报工作的重要职能以前从未得到恰当履行。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情报的生产者、使用者及最终受益者——国民，对情报工作存在着一系列的错误
认知，其中很多错误认知来源于情报语言的不准确，它们长期存在于各种教范中。
如果我的著作中包含了一些情报行业的新词汇，如果这些词汇看起来过分地关注语义学，我愿对此进
行辩护，正如约翰·洛克所说，“对世界上已经通用的一些字眼和名词加以挑剔，可能会被指责为一
种不恰当的非难，但是当旧名词容易使人陷入误区时，提出一些新名词也许不会被认为是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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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的写作方案是简明的，主要基于三个独立的方面。
情报人员通常使用这些词汇谈论情报工作。
第一部分，我把情报当作一种知识(“关于哥伦比亚局势，你有什么情报？
”)，这部分的章节处理情报广泛多样的内容。
    第二部分，我把情报当作生产知识的组织(“情报能向执行者准确地提供其所需信息”)。
这些章节处理中央情报机构和部门情报组织的组织和管理问题。
    第三部分，我把情报当作情报组织所从事的活动(“计划背后的情报工作一定是紧张的”)。
这些章节我会讨论情报工作所包括的内容，以及我认为其特有的问题。
    本书付梓完稿之际，我由衷地感谢那些对书中内容做出贡献的朋友、同事以及辩论者。
事实上，书中所列问题都是我和情报战线的同志们长期讨论过的。
我特别感谢我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时的领导和同事：多诺万将军、马格鲁德将军、威廉·兰格、爱德华
·S·梅森、鲁道夫·温纳克、唐纳德·麦凯、理查德·哈茨霍恩、阿瑟·罗宾逊及其他同事。
夏洛特·鲍曼、约翰·索耶、罗伯特·迈纳、贝弗利·鲍伊、伯纳德·布罗迪对初稿内容进行多次阅
读、编辑、改正、提出问题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正是他们的帮助，才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
感谢我的前任领导阿尔弗雷德·麦科马克，他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感谢阿诺德·沃尔弗斯、威尔莫
·肯达尔、珀西·科比特、惠特尼·格里斯沃尔德，他们阅读了原稿并提出了很多建议。
    我曾有幸以文职教官身份在国家战争学院执教，对于国家战争学院的领导、同事和第一批学员，我
表示深深的谢意。
学院的氛围、同事的友善、富有启发的讨论都使我受益匪浅。
不论哈里·W·希尔海军中将、阿尔弗雷德·格仑瑟少将、杜鲁门·兰登少将、乔治·凯南先生对本
书内容赞同与否，我都对他们表示谢意。
感谢廷布莱克准将和皮彻准将，沃纳上校、斯威尼上校、特威蒂上校、沃尔芬巴杰上校、赫特福德上
校、穆尔上校，以及埃文森上尉、韦林斯上尉。
    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正是他们的研究基金使我著作的大部分内容得以完成。
如同所有的古根汉姆学者(Guggenheim Fellows) ，我对这个研究机构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感谢其慷慨而
富有远见的创建者，感谢友善而极具效率的秘书长亨利·A·莫。
    感谢乔治·S·佩蒂，从他的《美国秘密情报工作的未来》(1946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这一战
略情报文献的开山之作中，我获得了无数灵感。
尽管我发现我与他的很多观点相左，但所有的情报工作人员，包括我自己，都非常感激他对自身的战
争实践所做出的迅捷总结。
    感谢我任职的耶鲁大学和历史系，他们在我休假以后又给了我整整一年的学术时间，使我得以专心
从事本书的写作。
    最后，我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社长达图斯·史密斯对本书的兴趣及高见。
    出自沃尔特·李普曼《公共舆论》一书的引文已得到出版商麦克米伦公司的惠允。
    谢尔曼·肯特    1948年10月1日    于耶鲁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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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9年，《情报与反情报丛书·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甫一问世，中央情报局副局长
威廉·杰克逊称赞其一气呵成，妙手天成，是最好的一本情报类著作，应该成为国家安全事务官员和
情报人员的必读之书。

　　1997年，在中央情报局成立50周年纪念仪式上，肯特被认为是对中央情报局影响最大的50人之一
。

　　2000年，中央情报局成立了谢尔曼·肯特情报分析学校。

　　《情报与反情报丛书·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是美国情报分析人员必读教材，美国大
学情报研究课程核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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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1903-1986），美国情报理论专家，美国战略情报分析领域的开拓者，美国的“战略情报之父”
、“情报分析之父”，中央情报局4位最有影响的分析家之一，对中央情报局最有影响的50位人物之一
。

　　肯特从事战略情报分析工作近30年，丰富的情报实践使他对情报工作形成了独特的看法。
他发表了大量有关情报理论的著作和文章，《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书是美国战略情报研
究的奠基之作。
肯特的思想对美国的情报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高金虎，1966年生于江苏靖江，1983年入苏州大学历史系，1990年参军。
历史学硕士，军事学博士。
主要从事情报史和情报理论的研究工作，著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情报史》、《外国情报体制研究》、
《美国战略情报与决策体制研究》、《大失误》等，现为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情报研究中心主任。

　　刘微，女，1976年生于辽宁本溪，现供职于江苏无锡。

　　肖皓元，1985年生于湖南桃源，军事学硕士，译著有《无声的战争：认识情报世界》等，现供职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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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情报是知识
　第一章 情报是知识
　第二章 客观内容（一）：基本描述类战略情报
　第三章 客观内容（二）：动态报告类战略情报
　第四章 客观内容（三）：预测评估类战略情报
第二部分 情报是组织
　第五章 情报是组织
　第六章 中央情报组织
　第七章 部门情报组织
　第八章 部门情报组织：来自经验的10个训诫
第三部分 情报是活动
　第九章 情报是活动
　第十章 情报工作方法的特别问题
　第十一章 情报生产者和情报用户
附录：情报种类
专有名词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谢尔曼·肯特与美国的情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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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拥有能干的专家和这种管理控制人员，这一点至关重要，但部门情报组织却另行其道。
从部门情报组织的运作模式来看，好像成功的秘诀就在于灵巧的组织，好像微妙复杂的情报产品通过
非专业人员使用万无一失的模板和简单工具就能生产出来。
我认为这个观念大错特错，我认为我们不能用生产福特轿车的模式来生产微妙而实用的情报。
如果你遵循产品装配线上的规则，增加情报单位的步骤，并将每一个步骤简化到非专业人士都能承担
的程度，那么你就不会在装配线的终端获得任何知识，自然也不会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产品。
只有当从事初级工作任务的人也对整个流程有了深入了解，并能在生产线的高端有效工作时，你才会
得到一些东西。
 就我所谈内容，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外语翻译工作和翻译文本分析之间的惯常分工。
也许确有一种万无一失的翻译，但我很少看到。
作为一种直率的工具，语言会隐藏一些它本想表达的信息，除非你事先感应到它想表达的含义。
很多聪明人无法解读一份用自己的母语写就的计划表，同样，另一些聪明人花了毕生的时间来学习和
教授一门外语，却发现自己仍无法翻译用这种语言书写的很多内容。
他们必须熟悉外语和美语含义，只有这样的段落他们才能翻译。
一个人虽能把一部外文小说中隐藏的所有意义都演绎出来，但不一定就能翻译一篇技术类文章。
此外，世界上所有的字典也不可能帮他解决遇到的全部困难。
只有当他掌握了那些复杂的词汇，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相关的主题，他才可能翻译这类文章
。
问题的关键是，由于情报军官进行分析时要仰仗其他人的翻译资料，所以受制于翻译人员。
而且，据我的经历来看，只有很少的人满足于这种枯燥乏味的翻译工作，他们才正是我们所可以依靠
的。
 翻译工作中的劳动分工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
搜集阶段和评估阶段的分工、评估阶段和所谓组织结构图上的“研究”阶段的分工，都存在着同样的
问题，甚至更容易引起疑问。
 绘制组织结构图的公共管理学博士和硕士们似乎经常忽视上述问题，恰如必须履行关键情报任务的部
门情报组织的高官一样。
军队遵循的这些路线原则，着实让我感到费解。
这种想法的基础就是：指挥军官（lineofficer）无须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无论是在参谋部组织，还是
在直线集权型组织中（lineorganization），高级职位都要由具备指挥经验的军官担任。
这些军种确实默认在医药、通信、后勤方面专业知识的重要性，但却没有给予专家和指挥军官均等的
职业机会。
让人感到矛盾的是，这些机构对参谋工作的价值最为清楚，却并不把工作重点放在上面。
具有长期参谋经验的军官，或者一直从事参谋工作的军官，根本没有资格与那些专家同日而语。
要是这么考虑情报职能，结果只能是令人遗憾的。
 在陆海空军总参谋部负责情报工作的将官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具有卓越的指挥经验。
但是，基于同样理由，他们都没有为战略情报付出毕生的精力。
在这一机构中，他最倚重的、权力最大的人，如他的副手、行动部门的负责人、参谋人员，甚至还有
一些“专家”，几乎肯定都和他来自相同的阶层，具有一定的指挥经验。
那些在军界有着光明前景的人是不可能长期从事包括情报工作在内的专业任务的，其中一些最优秀的
人，经过在特定情报领域的几年研究和实践，会逐渐成为专家，但他们又必须选择新的岗位。
在一些几乎永久性的岗位，留下了一批满足现状，无心高就的人。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是军队中不聪明、不富有想象力、不活跃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不是最
聪明、最富有想象力和最活跃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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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1903—1986)，美国情报理论专家，美国战略情报分析领域的开拓者，美
国的“战略情报之父”、“情报分析之父”，中央情报局四位最有影响的分析家之一，对中央情报局
最有影响的50位人物之一。
    肯特从事战略情报分析工作近30年，丰富的情报实践使他对情报工作形成了独特的看法。
他发表了大量有关情报理论的著作和文章，其中的《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一书是美国战
略情报研究的奠基之作。
肯特的思想对美国的情报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表现在对情报的认识、情报体制的建设、情报分析方法的使用，以及情报与决策的关系等
多方面。
    一    谢尔曼·肯特于1903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1926年获得耶鲁大学的学士学位，1933年获得耶鲁大
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
严格的历史学训练使肯特养成了缜密的思维习惯和深厚的学术素养，这为他从事情报研究奠定了深厚
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肯特与美国知识界的许多仁人志士一样，走出了平静的书房，奔向了炮声
隆隆的战场，用自己的学识报效国家。
他加盟刚刚成立的情报协调局(后为战略隋报局)，成为研究分析处的重要一员，负责北非的情报分析
工作。
肯特带领他的团队编写出一系列关于北非港口和铁路的研究报告，为盟军在北非登陆提供了充分的隋
报支援。
这是美国情报分析人员第一次承担这样的任务。
这项研究为新生的战略情报局和研究分析处赢得了声誉。
1943年，肯特被任命为欧非科(Europe-Africa Division)科长。
研究分析处的经历使肯特对战略情报工作有了全新的看法，研究分析处严谨的学术氛围、客观公正的
态度、高超的分析技巧都给肯特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萌发了一种创作情报著述的愿望：“我和战略隋报局的同事谈得越多，就越确信情报专业的书是必
需的，这成为一种内心的冲动。
由于是战时，我只能先搁置这种想法。
”    战争结束后，战略情报局被解散，研究分析处更名为情报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and
Intelligence)，成为国务院的一个下属机构。
在国务院，研究分析处的分析专家并未受到应有的礼遇，甚至遭到排挤，国务院各地区司的官员们认
为他们自己就是权威的情报专家，根本不需要专业的情报分析家来从事情报分析，一些低级别的情报
分析人员被分散安插到国务院的各个部门。
这不是肯特希望的结局。
他在此作了短暂的停留，随后就前往国家战争学院，讲授美国国家安全问题，有关情报理论的想法也
逐渐成型。
在一篇耶鲁评论文章中，他写道：可控制核力量的存在、确信他国不久也将掌握这一核心机密，重新
确证情报是国家安全问题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
    美国一直对情报工作相当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认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
战后不久杜鲁门解散了战略情报局，但随后就成立了中央情报组，以协调美国的对外情报工作。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官方的战略情报中央组织。
然而，由于没有相关的立法支持，再加上军事情报机构和联邦调查局的排挤，中央情报组未能发挥协
调情报机构的职能，美国的情报工作依然处于？
昆乱之中。
1947年，美国通过了《国家安全法》，重组了国家安全机构，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立了中央情报局
这一国家情报机构，但美国情报机构的混乱局面并未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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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澄清这种错误观念，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情报理念，发展与实践相适应的情报理论，肯特决定撰
写一本情报专著，“努力为含糊混乱的情报模式重新引进一种正确的因素”。
1947年返回耶鲁大学后，肯特继续观察美国情报工作的发展，并开始着手写作《战略情报：为美国世
界政策服务》(简称《战略情报》)，1949年该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
在书中，肯特系统论述了战略情报的定义、战略情报的分析、情报体制建设、情报与决策关系等问题
。
时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威廉·H.杰克逊(William H.Jackson)认为《战略情报》“一气呵成，妙手天成
”，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情报类著作，应该成为国家安全事务官员和情报人员的必读之书。
肯特也因此被邀请参加中央情报局新组建的国家评估办公室和国家评估委员会，并于1952年1月开始担
任国家评估办公室主任和国家评估委员会主席职务，直至1967年12月退休。
    ⋯⋯    ——截选自后记《谢尔曼·肯特与美国的情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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