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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下·冷观察

格背景资料

CIA与FBI

FB I即美国联邦调查局。
CIA即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两个
机构的主要不同是：FBI是美国
执法部门，隶属于司法部，性质
上属警察体系；而CIA则是独立
机构，直接对总统负责，从事间
谍活动，不具备执法权。

FBI是如今美国最强大的
安全和执法部门，其主要任务是
调查违反联邦犯罪法，调查来自
于外国的情报和恐怖活动，在领
导阶层和法律执行方面对联邦、
州、当地和国际机构提供帮助，
同时在响应公众需要和忠实于
美国宪法前提下履行职责。

FBI成立于1908年7月26日。
根据美国法典第28条533款，授
权司法部长“委任官员侦测反美
国的罪行”，另外其他联邦的法
令给予FBI权力和职责调查特
定的罪行。FBI现有的调查司法
权已经超过200种联邦罪行。

CIA是美国政府的情报、间谍
和反间谍机构，主要职责是收集
和分析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军
事、科技等方面的情报，协调美国
国内情报机构的活动，并把情报
上报美国政府各部门。它也负责
维持在美国境外的军事设备，在
冷战期间用于推翻外国政府。

FBI与CIA大致可比喻为分
管国内与海外事务，但也不是完
全以地理疆界来区分，比如说外
国间谍渗透至美国境内，虽是在
境内C IA也要管，美剧中常见
FBI出动是因为FBI在美国境内
有执法权，而CIA没有，所以逮
捕等行动需由FBI来执行。美国
法律明确禁止CIA在国内对美
国人进行间谍活动。FBI在国外
也有单位专门负责反情报。“9·
11”事件后，对抗恐怖主义的压
力顿增，相关部门日趋活跃，两
个单位的个别业务也有重叠，因
此常有摩擦。 据《东方早报》

始于两个人的恩怨

这两大谍报机构的紧张关系，可以追溯
到二战时期胡佛领导的FBI和多诺万麾下
的战略情报局(CIA前身)互相瞧不上眼。

二战爆发后，胡佛严防其他竞争机构介
入情报领域，因此经常与陆、海军情报局发
生纠纷。为加强国内管控，美国总统罗斯福
于1940年6月赋予胡佛国内调查的管辖权，
从此胡佛的地位便不可动摇，但对外情报工
作却给他带来挑战。1941年初，13个不同的
机构源源不断地将国外情报送进白宫，罗斯
福面临一个建立情报秩序的紧迫问题。同年
夏天，罗斯福派一战英雄多诺万出国考察，
后者随后建议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全面负责
海外情报活动并监督对外宣传。

稍后，珍珠港事件爆发，尽管后世对美
国是否事先知道日本的偷袭计划有所争论，
但在当时，这场灾难性事件被认为是FBI的
重大情报失误，美国媒体甚至写道，“国内的
超级侦探、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成为众矢之
的”。胡佛则称“夏威夷事务的管辖权主要属
于海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决策者们决定

“集中化”情报组织。1942年6月，战略情报局
成立，多诺万任局长。这是美国第一个统一
的中央情报机构。

大战期间，多诺万与胡佛的矛盾甚多。
1942年10月，当多诺万手下的特工潜入西班
牙驻墨西哥使馆偷拍一本海事密码簿时，
FBI的人也赶到。警报嘶鸣，红灯忽闪，战略
情报局的人只好逃走。多诺万对此大为恼
火。1943年，多诺万提出战略情报局与苏联
内务人民委员会建立联系的计划，胡佛听到
风声后，立即致信白宫，警告这样做会“对本
国内部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最后该事件不
了了之。1944年11月，多诺万向罗斯福提议
将战略情报局改组为一个新的对外情报局，
即现在的中情局，直接对总统负责。由于该
消息被泄露，建议没有实施。多诺万确信是
胡佛从中作梗，历史学家们也同意他的看
法。

围绕苏联叛逃特工角力

二战结束时，胡佛无可争议地成为美国
国内情报机关的首脑，在战后海外情报的未
决竞争中也获得同等机会。但1946年1月，新
总统杜鲁门下令组建中央情报组，一年多
后，成立中情局。两大机构一个主内，一个主
外，但产生矛盾仍然在所难免。

美国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联邦调查局和
中情局之间的“联络问题”造成了1963年肯
尼迪遇刺的悲剧，而两者之间的内斗更是妨
碍了调查的展开。这起事件聚焦点在于苏联
叛逃特工诺申科。1962年，他带着外交使命
前往日内瓦，同中情局取得接触。诺申科提
出只要少量钱就能为中情局服务，还自称是
克格勃某部门的副部长，并提供了一些情
报。1964年，诺申科声称自己已经暴露，然后
在中情局安排下逃往美国。

诺申科称，他能提供刺杀案的重要信
息，刺杀肯尼迪的凶手奥斯瓦尔德曾受克格
勃监视，但克格勃从未试图招募他。这一问
题很关键，因为克格勃同奥斯瓦尔德的交往
可能暗示苏联卷入刺杀事件。这时，联邦调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
部已创建一个名为“国防秘密行
动司”的新情报机构。五角大楼
这一重组军方情报机构的举动
源于去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
公室的一项秘密报告。报告认
为，美国军方的情报工作需超出
伊拉克、阿富汗战争范围，应更
多集中于反恐、核不扩散和伊
朗、中国等“具有优先性的目
标”。

美国媒体认为，虽然新情报
机构人员具体将被派往哪里尚不
得而知，但从美国近年的战略调
整来看，“具有优先性的目标”不
外乎“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活
跃的中东和部分非洲地区，正在
发展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朝鲜、
伊朗以及军力日益强大的中国
等。

阿拉伯媒体分析认为，此举
是美国情报机构大幅重组和结
构调整的重要步骤，意在适应新
形势变化需要，尤其是适应美国
在阿富汗、也门等地持续展开特
种兵打击恐怖主义的形势要求。
报道说，相比于中情局，国防秘
密行动司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更能发挥和凸显其战斗力。在行
动方式上，除不断增派和扩编一
线间谍人员外，包括广泛使用无
人机和特定区域范围的特种作
战，将是该司的主要做法。

美国情报机构已有16个之
多，虽然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协调，但仍不时发生相互抢情报
的尴尬事。美国媒体质疑如今再
增加一个机构，工作效率是否会
相应提高。《洛杉矶时报》报道
说，过去数十年间，中情局一直
在完成海外情报任务时处于主
导地位，中情局和国防情报局曾
长期为各自的角色而发生争执。
目前还不清楚国防秘密行动司
与中情局下属的国家秘密行动
司的任务是否会发生部分重叠，
也不清楚前者是否会成为后者
的附属机构。 (中新)

查局控制着的代号“费多拉”的叛逃人员证
实了诺申科的说法。但复杂的是，“费多拉”
最终被视为为苏联工作的双料间谍，而且中
情局进行的两次测谎都证明诺申科在奥斯
瓦尔德一事上撒谎。由此，两大机构就苏联
叛逃人员的忠诚发生冲突。联邦调查局认为
诺申科说的是真话，而中情局确信他通过撒
谎来保护莫斯科。

中情局接着又通过力挺另一名苏联克
格勃叛逃人员戈利岑相抗衡，后者指控诺申
科是莫斯科安插的特工。1970年，“诺申科-
戈利岑冲突”达到顶点时，胡佛打电话给尼
克松总统，问他如何看待联邦调查局从利亚
林(在伦敦活动的一名克格勃人员)处获取
的报告，尼克松答说从未收到过报告。胡佛
这才发现，中情局反间谍处竟然宣称那些是
假情报，扣下了它们。胡佛极其愤怒。要知
道，十年来中情局一直在贬低整个联邦调查
局的信息来源。

“水门事件”祸及CIA

联邦调查局和中情局间的微妙关系在
“水门事件”中也得到凸显。1972年6月，“水
门事件”发生，尼克松试图阻止FBI对该事
件进行深入调查，但遭到拒绝。这时紧张气
氛也笼罩着中情局，因为白宫顾问迪安告诉
中情局副局长，闯入水门大厦的人中，多数
与中情局有瓜葛。为脱开干系，中情局局长
赫尔姆斯指示招待处长科尔比不要主动说
什么，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中情局都
没义务向FBI提供这类情报。这时胡佛已经
去世，FBI代理局长格雷直接找上门，询问
闯入水门是否是中情局的某项行动计划。赫
尔姆斯自然一概否认。

尼克松方面得知FBI怀疑中情局后，建
议借助中情局的力量，用“国家安全”的名义
去阻止FBI。赫尔姆斯不想违背白宫指示，
又不愿承担责任，于是告诉副手，提醒格雷
注意两局达成的分工协议，根据协议，如果
调查涉及中情局的人，请他们打个招呼。
FBI不久便表示不能继续信守协议，除非对
方正式发函，但赫尔姆斯不愿意留下白纸黑
字的证据。于是格雷直接打电话到白宫：“总
统先生……您的下属正在利用中情局和联
邦调查局，并在中情局对联邦调查局想调查
的人表示关切或不关切问题上制造混乱。”
尼克松沉默片刻后说：“你继续大胆地进行
调查吧。”

后来“水门事件”真相大白，尼克松下
台，中情局被指成为一党一人的工具。那时
的赫尔姆斯已是驻伊朗大使，他不断飞回华
盛顿作证。他不承认有罪，并信守不透露中
情局秘密的誓言，被称为“守口如瓶的人”。
1977年11月4日，他被指控犯有伪证罪而判
处缓期徒刑两年，罚款2000美元。这对他来
说无疑是一种羞辱。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情局和联邦调查
局内部分别出现的间谍案进一步恶化了双
方的关系，致使联络出现问题，最终造成导
致“9·11”事件的情报失误。至今，中情局人
员仍然被联邦调查局视为知识分子、喝着葡
萄酒、抽着烟斗、有时很冷淡的人，中情局则
将联邦调查局人员看成抽雪茄、喝啤酒、敲
门的警察。有美国媒体形容称，这真是一对

“糟糕的朋友”。 （环球）

联邦调查局 (FB I )日前将

中央情报局(CIA)局长彼得雷

乌斯拉下马，让媒体的目光一

下子投向这两大机构之间的

内斗上。其实，在历史学家们

看来，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两

个支柱，两者之间的暗中角力

已持续几十年，某些时候甚至

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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