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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情报工作在搜集、分析、使用和反情报等多个环节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
误。这些失误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在诺门罕战
役、中途岛战役等关键性战役中，日军屡屡因敌情不明而遭到惨败；在战略层面，正是出于对敌我力
量对比和国际形势的误判，日本先后做出了全面侵华、缔结三国同盟、发动太平洋战争等一系列重大
而错误的决定，最终走向败亡。导致日本情报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其中体制和文化因素
是两大主要原因，而过高的情报需求与有限的情报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则是失误的根源所在。本书采
用历史分析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二战期间日本情报失误的主要表现及其产生原因进行全面、
深入的研究，并就情报工作的若干问题提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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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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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争前期（1931—1942年）：加速发展
二、战争中期（1942—1943年）：由盛而衰
三、战争后期（1943—1945年）：失误频仍
第二节二战期间日本的主要情报机构
一、军队情报系统
二、政府及民间情报系统
第三节二战期间日本的主要情报活动
一、情报搜集
二、情报分析
三、反情报
第二章二战期间日本的主要情报失误
第一节情报搜集失误
一、情报搜集与情报失误
二、二战期间日本情报搜集失误的主要表现
三、案例分析：中途岛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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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体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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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僵化低效的决策机制
三、多头分散的情报体制
第二节文化原因
一、以武士道为内核的军事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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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实用主义为特征的思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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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技术原因
一、雷达技术发展迟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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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密码技术存在缺陷
第四节战争的非正义性
一、穷兵黩武，战略判断脱离实际
二、失道寡助，情报工作缺乏基础
三、轴心国各自为政，情报合作流于形式
第五节同盟国行之有效的反情报工作
一、周到细致的保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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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灵活多样的欺骗手段
第四章启示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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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
三、创造良好的情报工作环境
第四节塑造先进的情报文化
一、情报文化与情报失误
二、塑造情报文化的途径
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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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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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从学术规范的角度上来讲本书的缺陷其实挺多的，但是考虑到情报史本身就不好研究，国内也缺
乏这方面的著作，给四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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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全书一共引用了51本中文著作和42本外文著作。外文著作中日文文献37本，英文文献5本。一共
才93本参考著作，确实有点少。但是考虑到情报方面的历史著作确实很稀少，那么本书的参考文献数
还是可以忍受的。军内学者写的历史著作，往往在学术规范上不怎么严谨。本书夜不能免俗，本书中
经常会出现连续几段的叙述内容没有标注引文的情况。有的地方标注了参考文献，但是那参考文献的
名字怎么看都像是某种地摊文学——比方说作者在写文化对日本情报影响的时候就大量地引用了一本
叫做《日本凭什么》的著作。好在对此已经有心理准备，不至于太失望。本书最大的亮点还是作者从
防卫省情报专家小谷贤的著作中抄录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随便举一个例
子：常常说日本人轻视情报，具体怎么轻视呢？书中就给出了二战的几个阶段中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
二部（情报部）和海军军令部第三部（情报部）在不同时期的在编人员数，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大部
分时候，都是两位数。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海军才冲上三位数（294人），陆军还是两位数（70人）
。这点人从事情报分析，怎么够啊！至于作者的分析吗，还可以，但文化方面的分析让我感觉有点玄
乎。毕竟与硬件不同，软件（文化）上的特征和差异是很难拿出具体的数据来支持的，所以我一直觉
得文化的研究是一种玄学，但文化对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又不能不研究。纠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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