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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历久弥新的法国情报工作    与英语中的“intelligence”相对应，法语中的㈠隋报”一词通常
用“renseignement”来表达。
1990年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主持编写的《法语宝典》
（Tresordelalanguefranqaise）对“情报”一词给出这样的定义：“情报，就是国防部的参谋机构为了有
效开展军事行动，以及警察机构为了开展调查、拘捕罪犯，而必须掌握的有关敌人的全部情况。
”①与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德国学者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在其军事论著《战争论》
（Delaguerre）中对“情报”的经典定义——“情报是指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们
一切想法和行动的基础”②——相比，该定义虽然将情报活动涉及的领域进行了细化，但是指的依然
是“某种组织通过行动而追求的特定的知识”，③阐述的依然是情报活动的实质，即中国“兵圣”孙
武早在2500年前就提出的“知”的＿问题。
    其实，20世纪70年代由法国拉鲁斯出版社再版的《拉鲁斯大百科全书》（GrandeEncyclop6dieLarousse
）在谈及“情报”的重要性时，就引用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一军事原则。
的确，孙武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和军事家，在其著作《孙子兵法》中论述的“用间”理论至今
仍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他基于经济因素考虑，指出了“知”与“胜”的辩证关系：“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
家之奉，日费千金。
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万十家。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①    不难看出“情报”的概念最早产生于军事领域，它与侦察活动都是随着战争的发生、发展而产
生的。
毕竟战争是人类斗争的最残酷形态，为了达到战胜或消灭敌人的目的，双方都绞尽脑汁、殚精竭虑，
为敌人设置陷阱，为自己提供保护，这就使得交战双方都不得不尽可能地掌握战场情况，增加对战场
透明度的把握，也就是必须注重情报的搜集，并直接服务于军事对抗。
为适应情报战的需要，一批专门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刺探和分析研究敌方情况的情报人员——俗称“间
谍”——便应运而生。
普遍认为，间谍是仅次于妓女职业的人类最古老的职业。
对间谍的最早记载，出现于公元前1274．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族之间爆发的卡叠石
（Qadesh）之战。
然而，纵观间谍产生的背景，情报的原生态完全可以追溯至远古时代。
曾经就有人把原始动物为捕获猎物而收集的有关猎物的信息视为最早的谍报。
②    根据法国人布谢·德·佩尔特（BoucherdePerthes）提出的“人类史前史”的说法，早在100多万年
前，法兰西这片土地上就有人类生存，而且根据他们用以果腹的动物牙齿可以判断，这些原始人已经
懂得狩猎。
他们与大约10万年前法国出现的尼安德特人、约3．5万前的克罗马尼翁人以及公元前约3000年的利古
里亚人一起创造了法国的史前文化。
为了战胜强大的猎物、将其变为自己的美味佳肴，这些史前人类不得不通过窥视和跟踪来获取关于猎
物活动踪迹的信息，可以说这是最早活动在法国土地上的原始人类创造的原生态情报。
    现代英国军事理论家J．F．C．富勒（JohnFrederickCharlesFuller）在其传世巨著《西洋世界军事史》
（AMilitmyHistoyoftheWesternWorld）的序言中指出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人类的最早记录起，到现
在的时代为止，战争一直是他们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因素。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时代是完全没有战争的，也很少有一代以上的人是不经过大型战乱的。
据此，原始时代当然也会存在战争。
不过，在文明尚未兴起以前，有组织的战争似乎是还没有的。
“自从人们开始在肥沃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尼罗河流域定居下来，并为保卫他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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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社会使它免遭觊觎其平原的游牧民族的挑战以来，战争一直与人们的求生图存密切相关。
”④显然，这里提及的战争已是一种有组织的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形式。
纵观法国历史，纠纷不断、战乱频仍，尚武精神流淌在法兰西民族的血液之中，战争贯穿了法国历史
，正如戴高乐（（2hadesdeGaulle）在《法国和它的军队》（laFranceetsonarmee）一书中说道：“法兰
西是用刀剑开辟的。
”况且，法国特殊的地缘战略环境也决定了历史上的法国既热衷于争夺欧洲大陆霸权，又热衷于争夺
海洋霸权。
为了将英国赶出欧洲大陆，迫使英王放弃对法国领土及王位的觊觎，法国与英国进行了第一次“百年
战争”（1337－1453年）。
为争夺欧洲大陆霸权，法国与西班牙进行了二十年战争。
18世纪初至19世纪初，为了称霸欧洲大陆和争夺海外殖民地，法国与英国进行了第二次“百年战争”
（1713一1815年），包括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等。
特别是德国作为法国在欧洲的最大敌人，从1715—1945年间，法国同德国进行了23场战争。
①    战争离不开情报，情报工作的开展和情报斗争也总是与战争紧密相连。
情报作为制定战略决策的基础和夺取军事斗争胜利的前提，以及出于巩固社会安全的需要，法国历代
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情报建设，由此形成悠久的情报传统，在世界情报史上不断书写下浓重的一笔。
法兰西的命运跌宕起伏，既有称雄欧陆的辉煌与荣耀，也有国土沦丧的痛楚与屈辱。
这种民族命运的大起大落，受制于法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不同抉择。
而情报作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对法国国家命运的沉浮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报活动不再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是逐渐扩展到政治、外交、安全、
经济、科技以及其他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情报工作的得失对法国国家安全的影响更加凸显。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l世纪的时候，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科学技术发展更加迅速，国际
战略安全环境中的综合因素、互动因素以及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多，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争取在综
合国力的竞争中占到先机，法国更是不遗余力地加强情报建设：调整、革新情报机构，赋予情报机构
多元任务，完善情报搜集手段，改革情报人事体制，提升情报经费预算，加强国际情报竞争与合作，
推动情报立法，强化国家安全意识教育。
拥有悠久历史的法国情报工作因此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情报业绩更加让人刮目相看。
可以说，凭借以对外安全总局和国内中央情报局为代表的情报机构，今天的法国已经以崭新的姿态跻
身于世界情报大国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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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章冷战前法国情报工作的历史发展 作为欧洲大陆的古老国家，法国以其独特的地理条
件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历史。
不难发现，这一历史是由数不胜数的战争与条约、谈判与协议所构成的，当然也不妨说是一些人从事
卓有成效的情报活动的结果。
因为在人类明争的背后还存在另一种斗争形式——暗斗，而情报人员则是这条隐蔽战线上的影子战士
，是历史舞台的幕后主角，正是他们在不为人知的某个角落里导演了一幕幕令人瞠目结舌的“历史大
片”。
为了“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有必要回顾一下法国情报工作从古到今的发展与演变。
 第一节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情报战已然富有成效 中世纪的法国经历了许多因封地纠纷而引起的战争
。
卡佩王朝初期，法兰西的公国、伯国林立，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强大，中央政府难以控制。
早在911年，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诺曼人从加洛林王朝时任国王查理三世的手中得到了封地——诺
曼底公国。
这些诺曼人又称“北方人”，是一群掠夺成性的水手，富于机动性，擅长奇袭和耍弄阴谋诡计，较有
组织性的法国情报战史或许可以追溯到他们的身上。
 描述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的历史中就有使用间谍的记载。
如19世纪奥古斯丁·蒂埃里（AugustinThierry）所著的《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史》中提到，在英格兰
国王“忏悔者”爱德华（1042—1066年在位）身边工作的诺曼人顾问其实是诺曼底公爵安插在英格兰
王室的间谍。
而在1066年爆发的黑斯廷斯（Hastings）之战中，英国国王哈罗德二世也曾派出间谍前往打探诺曼底入
侵部队的内情。
根据诺曼底人的记载，威廉抓住了在诺曼底地区进行侦察的英国间谍。
然而，他采取了与1600年前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相同的计策，非但没有处罚他，而是将其释放，并让
他把诺曼人大军将在年底入侵英国的情报传递给哈罗德。
“战争爆发前，据说哈罗德在离诺曼底军队7英里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他派会说法语的间谍去确认威
廉军队的数量。
但间谍们不知道诺曼底的骑士们都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而且头发很短，看起来像牧师，其实却是战
士。
结果，间谍们回去报告的时候，说威廉的军营中牧师比作战人员还多。
幸运的是，萨克逊国王知道诺曼底人的习惯，纠正了间谍们犯的错误。
”尽管如此，哈罗德二世与两个弟弟均战死疆场，威廉大获全胜，并率军直逼伦敦，于1066年圣诞节
加冕为英格兰国王，开始了诺曼王朝的统治（1066—1135年）。
此外，在2011年由埃里克·德纳塞（EricDeneee）和让·德夫（JeanDeuve）合著的《中世纪的秘密机
构》中也谈到诺曼人承继维京人的秉性，无论是在征服英格兰还是西西里的过程中都大量使用间谍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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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就一国最高决策的制定来看，“国家安全战略领导者是最高决策者，战略性的决策要有高瞻的眼光与
精确的洞察力，方能掌握未来的脉动，看破先机，创造有利态势。
由此要求给予国家安全最高决策者充分的信息，帮助决策者在不确定的决策情况下洞察与了解问题的
重点，依据充分的信息做出准确的判断并定下决心。
”①反之，就情报的任务来看，“情报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为某项政策服务的一种手段”②。
因此，情报与一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战略决策始终紧密相关，好的情报不一定能导致明确的决策，但
若无准确的情报，国家的政策决定和行动就不能有效地反映实际情况，也不能体现国家的最高利益，
即确保国家安全。
从古到今，无论是历史上大国的兴衰存亡，还是当今一些国家大国地位的确立，情报工作始终是其中
重要的一环。
尤其是当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时，许多国家都在朝大国化方向努力，但要真正成为世界性大国或地
区性大国，除政治、军事、经济等因素外，强大的情报工作则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人类进入2l世纪以来，法国不断地通过调整、革新情报机构，赋予情报机构
多元任务，大力发展情报手段，深化人事体制改革，增加情报机构经费预算，扩大国际情报竞争与合
作，逐步实现情报立法，强化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已经使法国的情报工作独树一帜、扬名世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的发展，新世纪的法国情报工作还会一如既往地令人激动、充满挑战。
另一方面，在政治、技术和实际操作的层面，未来仍然难以估计、难以预测，如同漫长的情报工作史
一样，仍会色彩斑斓，充满未解之谜。
尽管如此，囿于法国情报工作的固有传统，受制于新的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要求，出于维护法国国
家安全利益的需要，法国未来情报工作的发展将会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情报机构的政治化现
象仍将长期存在    一般而言，“情报的基本角色就是支持决策，这种角色从来不因政府更替和政策导
向而改变，情报的各种具体功能和任务都围绕着这一基本角色展开”。
①诚然，法国从波旁王朝的黎塞留建立法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情报机构开始，一直到今天的
第五共和国组建起一个比较完善的情报体系，这近四百年的情报工作史也较好地体现了情报这一基本
角色的发挥。
不过，如前文所述，从路易十三到拿破仑三世的历任国王与皇帝，从戴高乐到萨科齐的历任总统，都
有操纵情报机构来维护自身地位和权力的现象。
加之法国社会始终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斗争，这一斗争“自法国革命以来就把法国社会分裂为两个对立
的阵营”。
“法国政府，当然还有法国情报部门，也因意识形态的斗争而分裂。
”②众所周知，法国政治的左右分野已有很长的历史，虽然目前政党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左右两翼
在治国理念和价值观上的共识大于分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国的左右两翼将从此消失，为了维持某
种政治上的平衡、保持法国社会的稳定，左右两翼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将继续“共存”、“共处”。
可以预见，这种政治生态也会使情报部门的独立性受到一定的影响，情报机构政治化的风险依然存在
。
    二、人力情报搜集手段将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    科技的发展、进步，使得情报的技术手段有了更为
广阔的领域，以至于现代情报侦察手段越来越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
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管技术手段多么先进和发达，情报搜集的人力手段具有不可替代性。
特别是面向21世纪，情报机构的多元化任务单靠技术手段无法完成，而是更加依赖人力手段。
这正是法国的情报机构非但不裁员、反而扩大招募的原因所在。
2010年法国成立“情报学院”，同年“北约间谍学院”①（I’Ecoledesespionsde．I＇OTAN）在罗马
尼亚落成，都是为了加大情报人员的培训力度，深化人际情报公共文化教育。
罗马尼亚时任总统伯塞斯库（T＇raianBasescu）的说法很具有代表性：“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前
，人们以为卫星能够从事一切工作。
现在人们发现，通过军事情报部门、也就是通过人获取战场上的情报依然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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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09年4月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法国而言，该学院在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获准成
立，也可以说明法国对人力情报搜集手段的一如既往的重视。
特别是2008年8月18日，法国士兵在阿富汗惨遭塔利班伏击，使得法国开始反思：情报收集不只是战略
上的（卫星和高空侦察机），更是战术上的，需要“了解山那边的情况”。
这就需要加大情报人员的培训，在武装冲突地区通过人力搜集情报掌握战争主动权，减少参战部队的
损失。
    三、太空开发将更加倚重欧盟内部合作    法国根据“总额不变，重点突出”的原则，通过缩小军队
编制员额、关闭部分军事基地来压缩传统军费开支，集中财力发展自己的优势领域，将许多昂贵的武
器装备计划放在欧洲的框架内进行。
特别是在太空开发方面，法国对于军事太空的开支，至2014年每年正在以约8％的平均速度增长，按照
现有的计划，到2014年法国用于军事太空的预算将逐步增加到6亿欧元，而2008年军事太空预算为3．8
亿欧元。
如此庞大的经费开支，法国依靠自身的力量过于单薄，因此特别期待其他欧盟国家的资金支持。
尽管欧洲情报统一体系的建设困难重重，但是法国作为欧盟的发动机之一，不遗余力地推动欧洲防务
一体化建设，特别是欧洲太空军事能力的建设。
    事实上，在作为欧洲航天局核心和骨干的法国的极力推动下，欧盟已经通过了新的太空政策，支持
在欧盟、欧洲航天局及其成员国范围内加强太空合作，以实现使用资金效益的最大化，避免成本倍增
。
目前，欧洲“伽利略”计划两颗在轨验证卫星的成功发射，“多国天基成像系统”研制意向书的签订
都标志着欧盟太空开发合作战略的实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2008年2月，欧洲航天局向其成员国提议建造一个“欧洲数据中继卫星系统”（EDRSS），该系统的第
一颗卫星预计于2020年发射。
同一时间，欧洲委员会签署一项协议，出资6．24亿欧元参与欧洲航天局的“全球环境与安全监视”
（GMES）计划。
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欧洲太空开发战略的广阔前景。
作为成员国，法国自然会从中获益良多。
    四、继续加强情报系统与指挥控制通信系统的集成    法国军事问题专家穆汉生在谈到信息网时指出
：“人们正在设立一个永久性全球网络，建立一个永久的、有效的信息空间，将情报、监视、侦察、
传输及电信、信息处理及向战士们传送信息等能力集成在一起。
其他系统及子系统也都挂在该网络上。
”①如前文所述，法军正朝全面网络中心化的方向努力，紧随美国之后，加速战略指挥系统的建设和
升级改造。
2008年，法国陆军已处于地面部队数字化阶段，同时在更新和开发他们的指挥控制信息系统。
2012年，法军将连通大部分信息和通信网络。
    海军方面，2008年11月，法国国防部武器装备总局授予欧洲航空防务与航天公司阿斯特里厄姆公司
和法国舰艇建造局（DCNS）一份价值2500万欧元的合同，用于采购基于商用卫星的新型军事通信系
统。
该系统能够覆盖全球，对“锡拉库斯”军事卫星网络进行补充，使得未装备“锡拉库斯”卫星接收站
的舰艇能够利用高波段通信。
该系统将在商用卫星的c、Ku和L波段工作，指挥员可以应用该网络进行作战指挥和管理。
从2009年中期开始，法国海军的54艘舰艇陆续开始了此系统的安装。
    在新的世纪里，在“更不稳定”、“更不确定”的国际形势下，为了防范法国乃至欧洲所面临的各
类现实和潜在的威胁，法国发誓要以更全面的眼光考察国家安全问题，以更全面的方式考虑法国的安
全利益。
为此，法国将在陆、海、空、天、网等领域发展对国土进行监视的手段和方法，将通讯、信息等置于
危机管理的中心地位，加强地方与军事机构之间的协调，由此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情报体系，充分发挥
情报的作用，更好地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寻求在构建世界安全格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实现法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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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国“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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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国情报组织揭秘》讲述了作为一个欧洲大国，法国有着悠久的情报传统。
其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情报建设，并凭借系统庞杂、分工细致的情报机构的神秘行动，数度创造了称
雄欧陆的荣耀史。
通过加大情报工作投入、优化情报工作队伍，新时期的法国情报机构更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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