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

图书基本信息

Page 1



《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

内容概要

二战以来，美苏这两个庞然大物像是绕着圈子的相扑手，不断找寻着对方的弱点。官僚主义、互相的
恐惧令它们无法冷静地思考，海洋、陆地、天空甚至太空都成了它们打斗的场所。然而作为处心积虑
才得以“获胜”的美国一方，在面对苏联的轰然崩塌之时，竟然是大为惊讶。苏联解体前的诸多端倪
何以被彻底忽略？美苏双方的情报信息中究竟有多少误解与错位？在这场旷日持久的“猫鼠大战”中
，最该保持客观的情报机构又扮演了何种角色？诚然，“胜利者不受审判”，但这份错愕与尴尬仍然
化作了一连串的迷思，待人探察。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作者进行了大量采访，受访者包括政府官员、
学者以及情报官员，一场神秘知情人的隔空对话将在本书中精彩呈现。
《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1980~1990) 》按照时间顺序，首先从历史的源头进行考察，先从客观原因
出发，历数了美苏之间的种种矛盾与误解。自二战以来，这种不和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
武器的不断升级，尤其是核威胁的出现；另一方面，历史记忆的残渣似乎又误导了大众甚至是决策者
的思想。这两个因素导致了美苏安全感的缺失并使双方无休止地相互猜忌，令军备竞赛陷入了病态的
疯狂。接下来作者又将注意力投向了主观的因素，讲美国的最高决策者们始终无法摆脱自己的偏见，
抱定苏联是“邪恶的帝国”这一理念，不断对其进行打压。在苏联逐渐显露倾颓之势时，美国无视其
虚弱，乘胜追击，依靠高科技的优势大大消耗了苏联早已濒临崩溃的国力，进一步加速了苏联解体的
进程。最终苏联轰然崩塌，然而由于在这之前情报一直未能被准确地传达，致使这种看似欢喜的结果
在美国的官员们中也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详述完苏联崩溃的历史渊源与进程之后，本书又展开了分析
，回顾了苏联解体前的各种不祥之兆，紧接着书中又解释了美国为什么没能看到这种不祥之兆。本书
在最后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详细阐述情报与政治的关系。正如书中所说，在这场疯狂的竞赛中，以中情
局为首的西方情报机构看起来似乎掌握着某种能左右局势的神秘力量。作为信息资料与分析评估的提
供者，它们最应该保持客观公正。然而从结果来看，情报机构在决策过程中的角色始终是边缘化的。
情报的政治化使得少数进行了理智判断的情报人员被冷漠地撇在一边，也使得情报机构始终无法摆脱
自身的命运，即沦为决策者证实自己想法并游说他人的工具。
在本书的后记中作者从现实的状况反思了“911”恐怖袭击事件，认为当今的美国的情报机构并没有从
苏联解体事件中得到教训，依然没能成功发挥其作用，因而使得时隔十年、原本没有必然联系的两个
事件，意外地关联了起来。

Page 2



《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

作者简介

戴维·阿尔贝尔，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官员。
兰·埃德利，以色列著名记者、作家，对军事情报学颇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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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但就资料收集整理来说，作者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但整本书强调的其实就一句话：因为苏联有核
武器对西方构成核威胁，所以西方各国情报机构都没想到苏联解体的如此突然，用序言的话来说就是
“我太惊讶了”。
2、这本书的作者其一是前以色列摩萨德情报官员，在这本讨论他的同行们“未能撼动世界”的书中
，多多少少会向“为情报机构正名”这一角度倾斜，强调了中情局的无奈而不是无能。的确，政客们
总是希望情报机构能够夹带他们的世界观，突出他们自己的政治议程，因而对那些或许正确然而不符
利益的情报置之不理，这样看来，情报机构真的仅只是鸡肋而已。美苏相互间的恐惧由来已久，在这
本书里有很多有意思的片段，值得一读。还是给个五星吧~
3、全书资料丰富，见解独到，是研究西方情报机构不可多得的好书。
4、因为是伪命题，本书离题万里：西方情报机关与苏联解体有毛关系，这些家伙在“未能撼动世界
的十年（1980-1990）”尸位素餐。两位以色列作者承认本书不是学术著作，事实上就是把这十年的世
界局势剪辑了下，最后又扯到拉登和911事件中情局的失职，总之，非常不专业的一本书。
5、被抬高的超级大国。情报机构的政治属性/非技术性，政客、军火利益集团、苏联经济发展问题及
在信息时代的科技落后（契问戈，答1917），国家兵工厂9成的工业占比，忽视苏联社会生活状态和基
础设施建设，不注重获取基本发展情报，错误假设，核威慑，夸大的威胁，太关注权力核心，信息闭
锁，难以为继的体制（包括军备竞赛）与开闸，改革派的束手无策及向西方示好+强硬派（KBG红军
）对动荡的纵容，被夺权的政变，波罗的海三国、白俄、哈萨克、乌克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安德罗波夫、年老病重的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政客叶利钦。凯西+前后时期的里根，国家至上主
义，对苏联扩张的警惕，苏联自身的不安全感，包围与争夺，“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意识形态和
给予人性及人与国的假设都是错误的”，超级大国（美）停步难成霸主
6、D526/7227 参考 普通6.19还 静安
7、可以丰富对冷战了解的一本书。此书是以色列人写的，对苏联的评价比较中肯，对东西方情报机
构的态度都比较批判。极左和极右都别想在这本书里找背书。
8、一个注释都没有，怪不得开篇就说自己不是学术著作
9、一般
10、很好玩的一本书，混乱原本就是人类的本性，强烈建议读之前多少读点冷战史，比如安定立的全
球冷战
11、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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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用大量事例说明，即便是受过优良教育，信息足够的西方领导人，在情报机构送来的客观
事实面前，往往也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或者自己的直观感受；情报机构的领导人往往也是这么对
自己下属的。这种心态又直接反作用于情报机构里的下属给领导送的报告，以及情报给政治家送的报
告----人往往还是更受自己三十岁前所形成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中情局的凯西，白宫里的里根和布什
，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就是苏联和西方彼此根深蒂固的恐惧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说到底，人类不
管是个人或者群体，后天的宽容和理性，终究不可能压倒先天的恐惧和偏见。所以，启蒙时代以来，
先贤向秉持国际主义理念，结果就是两种现代性两败俱伤的冷战内耗，传统思想各地回潮。这也是英
特耐雄纳尔必然完蛋的根本原因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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