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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欧欧““疗疗伤伤””
美参议院大佬出面作解释
德情报部高官本周将访美

揭秘

“窃听癖”咋来的

近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
发表题为《贝鲁特爆炸案如何造
就了这个现代监视国家》的文章。
解释了美国是如何因一起爆炸案
而走向监控国家的历程。

情报工作不给力

搭上两百条人命

1983年10月23日清晨6点15

分，就在很多海军陆战队士兵还
在睡梦中时，一辆载有至少2500

磅炸药的卡车闯过防护栏，急速
驶入位于贝鲁特的美国海军陆战
队军营，通过岗哨和设在司令部
之间的路障后，向大楼撞去。几秒
钟之后，汽车爆炸了，4层的大楼
在一团大火中被炸毁。这起爆炸
造成241名士兵丧生。这是美海军
陆战“二战”后人员损失最惨重的
事件之一，不仅标志着针对美国
的自杀式恐怖主义新纪元的开
端，同时也标志着美国利用信息
技术分析情报线索以保证国家安
全问题新方式的开始。

事后的调查表明，很多事前
的线索被忽视了，问题出在了情
报部门与白宫的沟通联系不畅
上。袭击发生前的一段时间，美国
情报机构曾接到超过100次恐怖
袭击警告，但是没有采取行动。袭
击发生后，很多有关情报还躺在
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抽屉里。

从“共享资源”

到“监控帝国”

为回应贝鲁特袭击事件以及
近一年后的新美国使馆爆炸案，
在里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
因德克斯特的领导下进行了一次
美国政府危机管理小组的大规模
重组。他和好友、中情局局长比
尔·凯西形成了联盟，一同致力于
做好情报分享工作。很快，中情局
就与国务院、国家安全局、国防情
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了热
线，方便中情局影像情报中心同
这些部门分享情报。这一机制成
为美国图像情报分析的重要资
源。

尽管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
波因德克斯特建立的这些机构还
处在比较原始的水平上，但是它
们确实为美国今天强大的情报处
理系统奠定了基础。“9·11”事件
后，这个基础被强化了。目前美国
危机处理小组的成员包括来自国
防部、国务院、财政部以及中情局
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等美国国家关
键部门的人员。而一种被波因德
克斯特称为“地平线扫描”的情报
搜集方式，也被确定下来。作为一
种更广泛、更彻底的遍及全球的
情报搜集方式，它要求美国的情
报机构能在需要的时候，像在私
人商店里一样得到任何地方的任
何情报。就这样，一个力求监控一
切的美国诞生了。 （宗禾)

原原来来在在这这儿儿

当地时间2013年10月28

日，德国柏林美国驻德使馆
房顶。据德国《明镜》周刊报
道，美国情报部门在美驻德
国使馆房顶设置了监听站。
该监听站可截收微波、毫米
波、移动和无线网络，可能在
窃听默克尔手机上发挥重要
作用。据悉，对美驻德使馆的
热成像扫描也证实了这一
点，屋顶温度明显高于建筑
物的其他区域。 东方IC供图

近日再度发酵的“窃听门”事件28日出现了缓和迹象。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黛安娜·范斯坦28日
表示，鉴于美国国家安全局没有就针对其他国家领导人的监听活动作正式汇报，这一委员会将对美情报机构的
所有监视项目展开“全面审查”。而德国情报部高官本周将访问华盛顿，与美国就窃听事件展开磋商。

美国：

过去“不知情”，今后“不继续”
范斯坦在一份声明

中说，情报部门向她汇报
过有关监听的部分事宜，
比如就收集通话记录获
得的法庭文件等。但是，
包括她在内的参议院情
报委员会成员却不知道
情报人员的监听对象已
经扩大到盟友国家的领
导人。

“关于国安局搜集包
括法国、西班牙、墨西哥和
德国等美国盟友领导人的
情报，我明确声明，我完全
反对(这种做法)。”范斯坦

说，除非获得总统奥巴马
特别允许，否则美国情报
机构不应该“收集友好国
家总统与总理的通话和电
子邮件记录”。

“部分监听活动已经
生效超过10年，参议院情
报委员会却没有听到相应
的汇报。”她说，情报委员
会将对所有情报收集活动
开展“全面审视”。按照范
斯坦的说法，白宫官员已
经告诉她，针对盟国领导
人的类似监听活动“不会
继续”。

不过，一名不愿公开
姓名的美国官员告诉美联
社记者，范斯坦的声明“不
准确”，白宫正在考虑终止
这类监听，但还没有作最
终决定。

白宫发言人杰伊·卡
尼在当天的白宫例行记者
会上说，随着美国情报收
集能力的提升，当局认识
到有必要就情报的收集和
使用方式增加“限制”，这
意味着美国今后的情报工
作在监管和透明度上会有
新措施。

欧洲：

吵架为面子，合作为里子
德国情报部门高官

本周将访问华盛顿，与美
国就窃听事件展开磋商。
目前，德国和法国希望与
美国展开双边对话，并于
今年年底前在情报收集
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一立
场也得到其他欧盟成员
国的认可。

欧洲分析人士认为，
虽然一些国家反应激烈，
但主要是出于面子考虑，
此次窃听丑闻只会暂时在
外交上给欧美带来麻烦，
不会从根本上破坏双方的

政治、经济合作关系。
毕竟欧洲情报机关

自身也在收集各种情报，
只是在广度和深度上远
不及美国。因此，让欧洲
方面震惊的并不是美国
窃听行为本身，而是其行
动规模之大、目标级别之
高。因此，欧洲国家希望
与美国就“情报收集准
则”达成一致，对美国针
对欧洲的情报收集行动
进行限制。

目前来看，虽然窃听丑
闻在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

但尚未对美欧关系产生实
质影响。默克尔也表示，欧
洲与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协
定谈判应继续进行。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
学会项目主任斯文·比斯
科普认为，虽然当前局面
令人难堪，但美欧间政治、
经济纽带非常牢固，因此
窃听丑闻不会对跨大西洋
关系造成重大影响。尽管
外界有一些猜测，但美欧
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协定谈
判肯定会全速推进。

综合新华社消息

据新华社马德里10月28日电 西班牙
负责欧盟事务的国务秘书门德斯·德维戈
28日召见美国驻西班牙大使詹姆斯·科斯
托斯，就美国情报机构涉嫌在西班牙境
内进行监听一事与其进行面对面交流，
同一天，西班牙媒体爆料，称美国一个
月监听西班牙电话记录近6050万次。

双方的会面持续了约40分钟。门德
斯·德维戈对美国在西班牙可能进行的
监听活动表示“极为担忧”，并要求美
方在“安全问题和为西班牙法律所明确
的隐私保护及通讯私密性之间保持必要
的平衡”。

西班牙《世界报》披露，美国在
2012年12月至2013年1月监听了西班牙近
6050万个电话。监听记录下通信设备的
序列号、通话人所在地点、所使用电话
号码以及通话时间等信息，未记录通话
内容。

6000万通电话被监听

西班牙也急了

28日，美国大使乘车赴西班牙外交
部解释监听事件，民众举着写有美国间
谍字样的牌子进行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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