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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英国情报组织揭秘》，本书沿着英国近、现代情报体制建立与发展的历史脉络，以英国政府、
议会的相关调查报告等官方文献为线索，同时结合各情报机构，尤其是M15、M16、GCHQ、DIS
、MP等主要机构近年来的解密档案资料，对英国情报界的主要成员进行分析介绍。
同时，本书对影响英国情报发展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的情报思想进行深入剖析，并对英国情
报界的人才招募与培养、对外情报合作等方面内容作比较系统的梳理。
在此基础上，本书对影响英国情报界运转的主要因素作一总结，以期我们更好地把握英国情报界的历
史轨迹和总体发展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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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尤其是外交与联邦事务部一直都担心对秘密情报局和政府通讯总部的控制力会被削弱，而国防
部也会担心军事情报生产尤其是战术情报生产能力的下降，从而都对情报管理与协调体制采取不合作
态度。
正是因为考虑到了这种负面作用，所以英国政府在情报管理与协调时采取了非常谨慎和保守的态度，
并没有让一家机构完全垄断所有情报机构的权力，而是让各情报机构所属部门的领导参与到管理与协
调体制中，以促进整个情报界的利益，同时维护各个情报部门的利益，防止管理与协调走向极端。
第三，情报管理与协调体制的改革需要抓住时机。
二战是英国情报管理与协调体制改革的重大转折。
在二战之前，无论是改革建议者们还是实施改革的英国情报界高层领导都对改革持保守和谨慎的态度
，改革的进度非常缓慢，当时的联合情报委员会并不具有管理与协调的实权。
而当二战爆发之后，联合情报委员会的改革却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取得了情报管理
与协调的实权。
这种改革的转折性作用告诉我们，改革需要抓住时机。
一次好的改革时机可以使人们对改革的态度发生巨大的转变，使改革的动力在瞬间迅速增长，凭借着
改革时机提供的良好条件，改革就有可能突破原先的重重阻碍，取得巨大的进展。
三、情报管理与协调体制的近年发展特点近年来，英国的情报管理与协调体制体现出了三个特色：首
先，将促进情报共享作为情报管理与协调的一项重要内容。
当前，非传统威胁成为英国最主要的现实威胁，这日益模糊了对内与对外情报、战略与战术情报、情
报与行动的区别。
在此形势下，英国情报界必须及时、充分、合理地利用所有的情报才能保障英国的国家安全，而情报
共享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因素。
了《提尔西特和约》，其中的条款保密达84年之久。
条约的主要内容为法国与俄国共同主宰欧洲，协力摧毁英国，在他们可能与任何另一个欧洲强国进行
的每一场战争中，两国将互相支持，并迫使丹麦、瑞典和西班牙禁止英国船只进入其港口。
这个条约对于英国来说无疑是一个灾难，但不幸中的万幸是，俄国驻伦敦大使沃隆卓夫已经被英国情
报机构收买，而他的儿子、俄国陆军军官迈克儿在签约时就站在沙皇的身后。
这对父子与英国间谍罗伯特·威尔逊爵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7月16日，在《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后不到一个月，英国外交大臣坎宁掌握了该条约的全部内容。
在很多年后，英国情报机构是如何得到该条约的内容仍然是个谜，而坎宁在当时把沃隆卓夫保护得如
此之严密、周到，以至于从没有人怀疑过是这位先生坏了拿破仑的大计。
但可以肯定的是，坎宁依据情报确信，法俄之间的这个条约对大英帝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于是英国
首先要求丹麦交出舰队，后者当然拒绝了这一野蛮的要求，随后英国舰队炮击哥本哈根，拖走丹麦舰
队。
在诸多人（包括一些英国内阁成员）看来，这是一个赤裸裸的与英国的传统相背离的残暴行径。
但事实是，如果坎宁不迅速对丹麦采取行动，阻止法俄垄断波罗的海，就是对保卫国家利益的失职。
此外，英国还在一个方面占有优势，就是可以通过欧洲大陆的银行传递书信和报告，这是非常安全的
。
英国的情报人员通过银行巧妙地向欧洲大陆上离伦敦较近的各个联络点传递情报，但是同远处的各个
点，它不得不寻找其他更曲折的联络路线。
奥地利被法国打败后，英国只得派间谍携带现金去布拉格等地成立情报中心，并负责传递情报。
携带情报的间谍往往须走最迂回的路线。
直布罗陀、马耳他等英国舰队的停靠港是各种情报的集中点，间谍在马耳他得到情报后便横渡地中海
去君士坦丁堡，然后经阿尔及利亚的吕卡迪亚（英国在此设有一个监听站）去维也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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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英国情报组织揭秘》：政府通讯总部保安局秘密情报局国防情报参谋部都市警察局英国情报组织在
世界情报界占有重要地位。
它的发展史堪称“日不落帝国”兴衰历程的一个缩影；它的模式曾被称为是世界各国情报组织竟相效
仿的典范；它的遗产——无论是体制、招募与培养体系一对外情报合作.还有经典案例与著名人物，更
是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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