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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历届政府的褒贬相当明显  不看作者简介的话，还以为是个共和党。。。。
2、细节致胜
3、十八届三中全会新成立了一系列今上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其中又以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吸引人眼
球，以致民间调侃天朝当下是“组长治国，渠道下沉”。罗特科普夫这本大部头著作中文版的推出也
可谓正当其时，它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从设立到一直今天的整个演变过程梳理得清清楚楚。回顾整
个历史，有两个重要的阶段值得关注。首先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设立了这一机构，其次是尼克松时
期，正是由于基辛格取得了总统的信任，因此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在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压倒美
国国务院扮演至关重要的关键性的角色。书中对于不同总统的风格行事风格的描述很有意思，讲到克
林顿这位民主党总统时，还爆了其“自由派”风格的料（比如开会迟到，非常随意，开会经常没有准
备等）。读完这本书很大的一个感受是，美国各行政部门及其首长的地位基本仰赖总统授权。
4、在读本书前还是需要先了解一些美国政治的基本常识，比如宪法、三权分立、总统的职责等。虽
然书名中有内幕这个吸引眼球的词，也说不上多大的内幕，其实也是通过历史或档案资料来阐述的。
总的感觉是前言中认为这本书要辩证看，作者还是悄悄透露了一股自豪感，这个政治制度说不上完美
，但确实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
5、一般吧，比较详细
6、"如果有什么让你心神不定的麻烦事，不要用阴谋论来解释，而要试着从混沌理论的角度来看待。
毕竟，大部分事情都是无意而为的。遵守这一原则，我们能放平心态，不会怀疑别人居心叵测，陷入
分崩离析"  【很多从机构管理运作机制角度分析 赞】
7、一堆废话，看完后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机构重要程度完全取决于总统对这机构是否看重,一个人的
专业才能并不是他做这个岗位的主要原因，而是社交能力
8、对于一个没什么sense的领域，最好的认知方法就是先读历史和档案。
9、还行。。。作者阿三
内容大体是对委员会运行机制八卦
更准确地说，是政府和总统之间权利博弈的八卦
因为这个委员会本就是这种博弈的产物
总之，还是可以读读的
有点叶永烈类书籍既视感
10、权力如何在各部门之间流动，以及决策如何产生的描述都很有价值
11、可以
12、不是很好读，要耐着性子。最大的感受是，在美国外交决策圈中，权力来自于和当权者的关系远
近，如果你是总统的发小，即便你只是一个小商人，也可以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指手画脚
13、这本书读起来好过瘾，每天一小段，精力充沛。涵芬香远译丛系列的书都很好。若对power
和politics感兴趣，推荐。
14、非常长，不枯燥，文笔生动，有关克林顿时期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内幕也有透露，有助于了解美
国政治机器的日常运转。还有些小八卦。
15、对美国的外交决策机制实在是缺乏了解，难以评论。单就中美破冰一事而言，并无更新的曝料。
另外，正文的精彩程度不及序言。值得一提的是翻译近乎信达雅，恢复了商务鼎盛时期的水准。
16、写得很精彩，了解美国国家安全决策机制可作为参考
17、就是有点枯燥，要不是因为不了解安全委员会都干吗，而且中国还要成立这么个组织，估计也就
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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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的笔记-第2页

        人类能在塑造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还是只能顺应时代浪潮而已？由于我们身处时代浪潮的最前
沿，所以看似掌握一切。但是事实上，我们可能会被任何一种力量击倒，而这些难以计数的力量远远
超出我们的掌控。

2、《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的笔记-第9页

        这些身居要职的人并非与众不同。满怀热情的他们能做出一番大事业，但他们同时也是普通人，
也会犯错，会感到疲倦，会无聊乏味。

3、《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的笔记-第17页

        不要过分在意工作表面的分量，否则只会因害怕而放弃。

4、《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的笔记-第9页

        如果幸运的话，这本书能够帮助读者理解这个机构的真相和重要性，并向世人阐明一个道理，普
通人也能处理国家大事。

5、《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的笔记-第32页

        写得很实在，非常好，是本书的核心，民主的真相：

“到目前为止，外交政策制定人员的任何变动都只能说明，在小小的华盛顿特区里只有一个派别，外
交政策制定机制更像是近亲繁殖的家族。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圈内人和机制成员都会相识相知，一
辈子都会在一起打交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有的是不相往来的死对头，有的是经受了时间考
验的朋友，有的发誓效忠对方，有的因学术理论走在了一起，有的则是曾经的校友，这些人之间的关
系都十分密切。
因此，作为白宫的领导机构，操控外交政策、执掌世界局势的委员会不仅仅是大世界里的小世界，其
本身也是自成一体的小天地。当然，如此褊狭的一支机构竟然能代表美国人民与世界对话，实在有些
讽刺。然而，如果你听我这番话就想在网络上散播什么阴谋论，我劝你停一停，仔细想一想：你真想
改变它的模式吗？真的希望国际的重要决策由一群经验不足、互不相识、从未见证过近代历史的老百
姓制定吗？”

6、《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的笔记-第5页

        它由官员和总统的朋友组成，成员均来自总统的家庭、政界以及社会各界。他们都是总统身边亲
密的人，并协助总统制定决策、执行决策。

7、《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的笔记-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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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前身或者说最初的设置设想只是一个文职执行秘书，后来逐渐演变为
相当于内阁成员甚至超过后者的重要职位，特别是在一些关键人物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担当此任
时，权力炙手可热，风头不逊于国务卿。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幕僚们是一个庞大的队伍，既包括高层决策者，又包括普通的研究人员和后勤
人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不起眼的幕僚是这个机构的主体。
       除了幕僚，还有总统的家人、朋友、同学、女朋友、记者，成员多元而多变。
      布热津斯基任职时聘请了自己的一名学生，最后她留了下来，即奥尔布赖特。她最初便是作为一名
普通幕僚存在，后来成为国务卿。
       国家安全委员会绝不仅仅是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那几个法律意义上的成员，事实表
明，非法律意义上的幕僚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8、《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的笔记-第7页

        在外界看来，政府是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庄严而神圣的机构，但在圈内人士看来，它却是荒谬可笑
的。掌握重要职位的男男女女并不像奥林匹亚众神一样无所不能，有着宏大的全局观和哲学理念，时
时刻刻都抱着霍布斯和洛克的理念，考虑如何为广大民众服务。他们不过是普通人罢了，就像你我一
样（有时甚至不如我们）。

9、《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幕》的笔记-第14页

        虽然按总统意愿一词是早已废弃的旧时法律术语，但这正好体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核心理念。
它成立的宗旨就是为总统服务，每一任总统都有改变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的自由，他有权决定各类正
式和非正式的白宫国家安全机构的设置，这些机构有的能协助延伸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有的却是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竞争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全由一个人掌控、影响，它和美国
政府的任何其他部门都不一样，因为宪法规定体制结构应当比个人权力更重要。法律规定和历史制度
远远没有总统和成员之间的互动重要。正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断重塑着这支势力强大的机构，在不同
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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