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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充分利用日本军方遗留的原始档案，对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期间日本
的侵华思想、国防方针与对华谍报计划的关系进行了探究，论述了日军对华谍报中枢组织的构成及其
作用，对日本陆海军在华各类谍报主体的形成、发展、组织状况、报告形式及报告内容等进行了全面
解析；同时，考察了日军中央情报机构和在华谍报主体获取情报的种种手段，以及日军中央情报机构
的情报处理部门和报知形式。在此基础上，对近代日军对华谍报活动及其体系上的特点进行了概括与
总结。
近代日本对华谍报活动极其猖獗，危害极大，本书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近代日本是如何全面开展
对华谍报活动以备战侵华的，国人可由此加深对日本侵华历史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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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等。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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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近代日本对华扩张思想、国防方针与谍报计划
一、明治初年的对华扩张思想与鸟尾小弥太的谍报计划
二、“假想敌国”清国与桂太郎等的对华扩张思想、谍报计划
三、“北守南进”思想、国防方针与对华谍报计划
四、1918年、1923年国防方针的修改与对华谍报计划
五、参谋本部对华年度谍报计划的构成要素
六、20世纪20年代起参谋本部对华谍报计划的内容
七、参谋本部对华谍报计划个案分析——以兵要地图测绘为例
小结

第二章 日军中央情报机构与对华谍报
一、参谋本部
1.参谋本部设立前陆军的对华谍报机构
2.参谋本部设立后的对华谍报机构
3.参谋本部中国班的专设
4.参谋本部的特殊谍报部门——陆地测量部
二、海军军令部
1.明治初中期的海军省与对华谍报
2.海军军令部与对华谍报机构
3.海军的特殊谍报部门——水路部
小结

第三章 在华专业谍报主体的形成、发展与活动
一、参谋本部等陆军中央直系系统
1.专业谍报组织的形成、发展与活动
明治初期的对华谍报与驻在将校制度的出现／管理将校、分驻将校制度的建立与谍报活动／1886年后
的对华谍报体系／驻在武官的登场与20世纪初的谍报布局/特务机关、公馆的出现/1923年后谍报机关
的重新布局／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在华谍报机关／“驻在武官”谍报报告的种类、频度和内容
2.驻华使馆武官、使馆武官辅佐官制度与对华谍报
使馆武官制度的建立与任务 ／使馆武官任务的变化与谍报活动状况／20世纪30年代的使馆武官与谍报
报告的频度、内容／使馆武官的谍报优势——以本庄繁为例／使馆武官辅佐官与谍报活动
3.留学生、研究员、驻在员制度与谍报活
明治初、中期的来华留学生与汉语人才培养／20世纪20年代的“支那研究员制度”与谍报活动／20世
纪30年代的驻在员与谍报活动
小结
二、海军军令部等海军中央直系系统
1.专业谍报组织的形成、发展与活动
早期谍报员的派遣与曾根俊虎等的谍报活动／1884年后谍报活动的强化与谍报机关的建立／甲午战争
后驻在员、派遣员、驻在武官的出现与谍报任务／甲午战争后谍报机关的分布与谍报报告的种类、频
度、内容
2.驻华使馆武官、使馆武官辅佐官制度与对华谍报
使馆武官与早期谍报活动／进入20世纪后使馆武官的谍报报告、频度及其内容／使馆武官辅佐官与谍
报活动
3.留学生与谍报活动
甲午战争前的留学生与谍报活动／海军委培生的留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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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第四章 在中国及其周边的军事组织、军人群体与对华谍报
一、长期驻军与对华谍报
1.华北军
华北军的谍报组织／华北军的下属谍报机关／谍报报告的种类、内容、频度／重要谍报活动举要／华
北军的谍报优势
2.关东军
关东军的谍报组织／关东军的下属谍报机关／谍报报告的种类、内容、频度／重要谍报活动举要／关
东军的谍报优势
3.台湾军
台湾军的谍报组织与早期活动／20世纪20年代后的谍报活动、报告种类及其内容
4.朝鲜军
朝鲜军的对华谍报机关／朝鲜军对华谍报计划与谍报机关的任务／谍报报告的种类和内容
5.汉口派遣队
派遣队的谍报组织与任务／谍报报告的种类和内容
6.青岛守备军
参谋部的谍报活动与成果／临时铁道联队等的调查活动与成果／青岛军政署、民政部的调查活动与成
果／守备军谍报活动的特点
7.旅顺要港部
1924年前的谍报活动及其报告／20世纪30年代的谍报活动及其报告
8.上海陆战队与上海海军特务机关
上海陆战队的谍报组织／上海海军特务机关及其谍报报告的种类和内容
小结
二、短期派兵与谍报
1.甲午战争以及临时占领期间
临时测图部及其活动／海军的海上测量活动／威海卫占领军与谍报活动
2.镇压义和团运动期间
战地状况的调查／兵要地志等的调查
3.日俄战争期间
资源调查／临时测图部及其活动
4.1928年侵占山东期间
第六、第三师团的谍报组织状况与实施计划／第三师团的谍报成果／飞行队的谍报任务与活动／测量
队的活动及成果
小结
三、其他军事组织、军人群体与对华谍报
1.日本来华军舰与谍报
日舰来华“警备”简史／“警备”的常态化与对华谍报制度的形成／日舰的谍报对象／日舰的谍报优
势
2.应聘将校与谍报
应聘将校谍报制度的形成／应聘将校的人数与任职部门／谍报实施状况／应聘将校的谍报优势
小结

第五章 谍报手段
一、公开情报
1.中央情报机构与公开情报的收集
2.各谍报主体与公开情报的收集
3.日军收集公开情报的特点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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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力情报
1.以人力秘密获取
专业谍报主体的秘密活动／长期驻军的秘密活动／参谋本部“土地调查班”的秘密活动
2.以人力半公开或公开获取
使馆武官的公开活动／驻在武官、特务机关的（半）公开活动／长期驻军的（半）公开活动／日舰的
公开活动／应聘将校的公开活动／短期战争期间的公开活动
3.日军“人力情报”的特点
小结
三、技术情报
1.甲午战争前后的活动
2.日军在华无线电谍报网的建立
20世纪20年代参谋本部的活动与对华谍报／关东军等在东北的活动／华北军等在华北的活动／参谋本
部在上海的活动／台湾军的活动／海军方面的活动
3.无线电谍报的成果
无线电测向／无线电侦收与破译
小结

第六章 谍报的处理与报知
一、中央情报机构的谍报处理部门
1.陆军系统
2.海军系统
二、中央情报机构谍报的报知形式和对象
1.随时性报知的形式和对象
动态性情报的报知／静态性情报的报知
2.长期性报知的形式和对象
参谋本部／海军系统
小结

结语

附录
一、日本陆海军长期在华谍报员表（1873—1904）
二、日本陆海军驻华使馆武官、武官辅佐官、驻在武官、特务机关（1875—1937）
三、关东军军事谍报实施计划（1926）
四、昭和二年度朝鲜军谍报计划
五、南清舰队报告（1907年1月—1908年11月）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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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日方史料、論著的收集和梳理非常全面。大量利用了JACAR的檔案史料。雖然偏描述性，但是作
為填補空白之作，盡可能全面地廓清史實是最最重要的。第五章從公開情報、人力情報和技術情報三
個方面分析諜報手段。很有啟發幫助。
2、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国内著作空白。从日本对华扩张思想和谍报总体规划入手，由陆海军中央谍报
机关、展开到在华个谍报主题、工作内容、技术手段、后期归纳分析，系统整理日本1868-1937 近70年
间对华的情报收集工作，非常好的参考资料。为聚焦，这里的谍报只说了军事情报搜集，未提荒尾/坂
西/青木等公馆的军事谋略行为，对于外务部对华情报，乐善堂、东亚同文院也没怎么提。可能限于资
料，对于收集、整理后的情报，对日本决策有何影响也没有展开。
总的来说很好的一本书
D731.336/3782 
3、上午翻了下，运用了大量日方材料，却流俗于对各种情报机构走马观花式介绍，缺乏足够深入的
实例分析，大约是文人治军事史的通病吧。但对目前国内学术界来说，仍然是绕不来或者说里程碑式
著作。
4、內容較偏重20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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