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苏联谍报70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苏联谍报70年>>

13位ISBN编号：9787802513136

10位ISBN编号：7802513138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时间：金城出版社

作者：闻敏

页数：22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苏联谍报70年>>

内容概要

在情报史上，苏联谍报机构的70年颇具争议。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认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既是赫鲁晓夫在国内的耳目，也是他在国
外的耳目，是苏联国家政权的一个具有多种任务的秘密工具”。
“8?19
”事件后，叶利钦说克格勃在未遂政变中起了很不光彩的“首恶”作用，克格勃因而被解散。
实际上，情报机构是国家安全机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谍报人员是最高统帅部的战略哨兵，谍报工
作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这是国际情报界的共识。
基于这种认识，本书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苏联谍报工作的70年进行了重新诠释。

共产国际是苏联的间谍工具吗？

“大清洗”中谍报机构扮演了什么角色？
斯大林提前获知德国进攻时间，却为何被打得措手不及？
苏联原子弹爆炸背后有怎样的谍报内幕？
克格勃与格鲁乌有什么分工和纠葛？
苏联特工都经受怎样的特殊培训？

“燕子”和“乌鸦”如何整倒西方高官？
克格勃真的一度全面接管西方情报机构吗？
苏联特工为何不断叛逃？
当今俄罗斯正在上演什么样的谍报神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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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事监视活动，还把其监视的视线延伸到境外。
中央特别部国外处在沙俄驻法使馆设立了办事处，其谍报网遍布西欧各国，监视流亡在这些国家的俄
国移民。
为了挫败反对势力的活动，国外处还努力渗透各移民组织，从内部破坏移民反对沙皇政权的努力。
与传统的安全机构不同，中央特别部出现了较明显的职能分工。
它下设4个业务处：对外处在境内活动，从事对嫌疑分子的日常监视工作；对内处负责对革命组织进
行渗透；国外处在国外活动，主要集中在法国、瑞士、英国等俄国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较集中的地
区；中心处负责掌管双重间谍。
这种职能分工与后来的苏联谍报工作极为相似。
刚开始时，安全处仅在各大城市建立办事处，后来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重要城镇，这些机构合并称
为政治侦探局（OpaHa）。
秘密警察渗入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到处都有秘密警察的眼睛，所有的信件都被拆检。
在圣彼得堡，甚至有一家专门商店为秘密警察提供昼夜化妆服务。
秘密警察有权对任何人进行监视，有权不经审判把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对重要案犯有权不经审判而判
处死刑。
1903年，彼得·司徒卢威曾评论道，俄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基本差别在于政治警察的无处不在，连沙
皇制度的生存也依赖于它。
沙俄时代的谍报工作对布尔什维克影响很大。
西方情报史研究者认为，苏联谍报机构对其对手的渗透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模仿了沙皇时
代的谍报技巧。
契卡最早的工作手册《情报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契卡情报工作方法简介》的作者德米特里·加甫里
洛维奇·叶夫谢耶夫对沙俄政治侦探局的谍报技巧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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