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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沈志华、梁志主编的《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是有关美国情报机构自1948～1976
年问对中国各种情报刺探、收集、整理、分析的通俗介绍与解说。

《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的原始文件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最近这些年逐渐解
密的档案的一部分。
为适应国内一般读者阅读、使用，全书大致分中国内战、内政经济、外交留来、国防建设、文化教育
、台海风云、中苏与中印冲突、朝鲜战争与援越抗美等十几个大类，并分别对这些情报所涉及的重大
历史事件及幕后故事，如中国政府出兵朝鲜、中国原子弹与氢弹试制、中国的土地改革、合作化与人
民公社、知识分子改造与反右、大跃进运动、“文革”等，予以了通俗、生动的述说，且适当加以点
评，从而方便广大读者的阅读、理解。

此外，书中还配了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这就更使《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具有
图文并茂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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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众的态度及社会控制
4．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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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外交走向的追踪与预测
2．美国情报界对中国外交的关注焦点及基本结论
3．美国对华外交评估的特点与误区
七、台海风云起：美国情报官员的视角复旦大学双惊华
1．美国对台湾的政策
2．台湾当局对美国的政策
3．“国际地位”及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4．关于“反攻大陆”的问题
5．对大?台海政策的认知
6．美国对台湾的援助
7．对台湾岛内情况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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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透过铁幕观“铁板”：中情局眼中的“东方阵营”北京大学郭洁
1．中苏结盟与合作时期
2．中苏分歧与争论时期
3．中苏关系走向彻底破裂时期
十一、中间地带的冷战：对华情报中的第三世界北京大?牛可刘青
1．中国在亚洲的政策和影响力
2．中国在拉美拓展影响
3．中国在非洲的外交和援助活动
4．关于“人民外交”
5．中苏分裂在第三世界的体现
6．一些具体情报分析中的有趣内容
十二、置若罔闻：对中国出兵朝鲜的情报评估一错再错东北师范大学邓峰
1．美国的信号情报侦察
2．美国的空中拍照侦察
3．美国?人力情报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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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国情报评估失误的主要原因
十三、伺机行动：中情局如何看中国出兵印度支那南开大学赵学功
1．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
2．美国酝酿扩大战争
3．越南战争的升级
4．美国扩大在东南亚的行动
5．几点评论
十四、世界屋脊的冷战：中印关系和南亚局势华东师范大学戴超武
1．尼赫鲁的中立主义与印度独立初期的外交政策
2．中印关系、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冲突
3．现代化与印巴两国的经济发展问题
4．克什米尔问题、印巴矛盾与1965年印巴战争
5．1971年印巴战争和孟加拉国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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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情局《台湾的士气》（1955年4月16日）中指出：“所有阶层一直都被中华民国政府将会返回大
陆的信念所支撑。
然而几年来，特别是在文职和军队的高层中，实际期望好像已经越来越渺茫。
在任何时候，除非能使美国卷入一场全面战争，在国民党官员中间对于让美国支持自己建立登陆据点
已经没有信心。
早在三年前，一些官员在私人谈话中就承认，除非发生全面战争，他们实际上对返回大陆不抱任何希
望，当然这种想法同他们对公众的承诺完全相反。
”更晚一些时候，美国官员的声明可能又加重了台湾国民党人对其返回大陆前景的疑虑。
但情报人员认为，现实地说，几乎不可能让台北接受“中华民国”政府对大陆不再有任何权利要求的
解决方案。
　　面对大陆对金门、马祖压力持续增强之际，中央情报局《台湾海峡地区的可能发展》（1958年8
月26日）认为，没有美国的参与，国民党采取重大行动的余地将极为有限。
最重要的行动充其量不过是能够发动对中国大陆的空袭。
但考虑到台湾极易遭受报复性打击、美国不予支持等因素，只要中国大陆方面的军事压力没有发展到
对沿海岛屿实施持续猛烈的空中轰击和炮击的地步，或者没有采取坚决的行动切断对国民党对金门和
马祖的补给线，国民党领导人可能不会采取这种行动路线。
然而，“一旦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上述行动，我们相信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将比以往更有可能采取他们
能做到的任何打击大陆的军事行动。
届时，他们有可能攻击大陆，甚至在美国明确表示反对之时依然故我，以此迫使美国出手干预事态的
进一步发展”。
　　国务院《中华民国政府前景》（1960年5月6日）认为，只要台湾当局相信防卫沿海岛屿的驻军有
能力抵抗共产党的压力，该政府就将维持在台湾海峡地区的防守态势，避免发动针对大陆的挑衅行为
。
如果共产党再次发起武装进攻，“中华民国”政府将努力得到美国最“确实”的反共支持。
它可能会夸大由于实施克制政策造成的维持士气难题上的压力，可能要求美国默许它发动各种进攻性
的行动。
如果岛内的军事局势陷入困境，那么台湾政府一定会寻求美国的支持，希望美国能帮助自己空袭共产
党的炮兵基地及其他能够攻击的大陆基地。
即使美国不同意，台湾政府内可能仍会有人主张进行这类行动。
但是，无论沿海岛屿的形势如何危急，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都不大可能采取单边报复性措施
，因为如果这样做很明显会损害其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进一步说，“绝望”或“自杀”性质的台湾对大陆的单边进攻不可能发生。
情报人员认为“中华民国”政府领导层对其进攻大陆的能力有着现实的认识，而且过去他们也没有表
现出拥有丝毫敢死队般的精神。
此外，蒋介石在带兵方面是一位保守的将领，除非胜券在握他不可能会把自己的军队送上战场。
如果北京对另外一个亚洲国家发起攻击行动的话，台湾当局根据它自己对形势的估计可能会像在朝鲜
战争中那样，要求派兵支援防卫国。
同时，台湾政府可能会采取小规模的袭击大陆的行动，但“除非获得美国直接的协作，否则它不可能
忙着和大陆发生大范围的对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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