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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情报思想史》

内容概要

在人类6000年情报史上，情报实践只有三次飞跃。
第一次飞跃发生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大量军事
理论著作应运而生，出现了管子、孙子、吴起这样的战略家和情报理论家。
第二次飞跃发生在19世纪初的西方。拿破仑战争不仅荡涤了欧洲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也促成了资产
阶级军事制度的建立和军事学术的繁荣，诞生了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这样的理论大师，形成了世界情
报思想史上的第二座高峰。
第三次飞跃发生在20世纪中叶。两次世界大战，数百场局部战争，无数次战争危机⋯⋯变幻莫测的国
际局势为情报工作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情报工作在20世纪后半期走向了成熟
。
本书选取十余位有代表性的情报人物，系统阐述其情报思想和实践，揭示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探索
中西情报思想发展的不同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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