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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不断探索、总

结秘密工作的方法和经

验的基础上，形成了

一整套情报工作基本

理论。革命战争时

期，我党始终强调

秘密工作的组织要

隐蔽、精干，少而

密，白区的党组

织要分为两

个系统，情报

和保卫系统

独立运行，垂

直领导，单线

联系，不同系

统之间不发生横

向联系。像抗战时

期，我党就大体建立四大情报网

络。一是中央社会部直属情报系统，为

中共中央建立的战略预警系统。二是重

庆南方局系统，通过“布闲棋，下冷子”，

在国民党内部布建重要情报关系。三是

在香港、上海的华南情报局潘汉年系统，

成功打入日伪内部。四是晋察冀中央局

情报系统，把力量延伸到东北，在伪满内

部形成工作网络。可谓布棋缜密。

活动中，要尽量职业化、社会化，以

公开身份作掩护，“利用合法掩护非法，

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洁身自好，慎独

慎行。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

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等等。我

党摒弃国民党那种“做脏活儿”“为达目

的不择手段”的下三滥情报手段，做“干

净活儿”。和国民党特务无恶不作相比，

中共隐蔽战线上到处是对党赤胆忠诚、

淡泊名利、有苦不说、有气不叫的无名英

雄。正如官居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

的地下党韩练成所说：“我干革命本来就

不是为了功名利禄”，他还把发给自己的

作为起义将领的奖金全部交了党费。

正因如此，国民党的公开军事实力，

虽然长期比共产党强，可共产党情报工

作却比国民党高明了一大截，最终成为

插向敌人心脏的尖刀，在关键时刻起到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红色秘密战
革命年代的我党情报工作

诞
生
、转
型
与
升
级

我党情报战线的

成长，和革命斗争需要

密切相关。1927年4

月12日，国民党右派

发动反革命政变，猝不

及防的共产党遭受严重损

失，后来反思检讨，没有及时的情

报预警是一大教训，周恩来等党的领

导人借鉴苏联经验，于同年5月在汉

口成立“特务工作处（科）”，下设情报

股负责搜集军事、政治情报，加强情

报保卫。这就是我党情报部门的雏

形。两个月后，周恩来奔赴南昌领导

暴动，汉口特务处工作实际上停顿

了。11月上旬，周恩来调回上海，主

持中央军事部工作，决定新设特别事

务科（即“中央特科”），下辖一科（主

管总务）、二科（主管情报）和行动队

（又称“红色保卫队”，简称“红队”）。不久，特务

科调整为总务（一科）、情报（二科）、行动（三

科）、无线电通讯（四科）和红队（归三科指挥），

基本任务除了保证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收集掌

握情报、建立秘密电台成了重中之重，这被视为

我党第一次专业情报保卫体制的转型与升级。

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党成立“中央特

别工作委员会”（简称“特委”），对外称“敌区工

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1939年2月

18日，党中央成立中央社会部，负责根据地锄

奸肃特，并围绕这一中心展开沦陷区和国统区

的保卫性情报工作。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皖

南事变，偷袭新四军，这再次提醒中共：必须预

防突然袭击，将原来侧重报警性和保卫性的情

报工作转为军政战略性情报工作，由零星的情

报搜集变为周密系统的情报分析。为此，1941

年9月，党中央合并中央社会部与中央军委总

参谋部的一部分机关，组建党中央与中央军委

统一领导的中央情报部，标志我党情报工作实

现由“守”转“攻”的战略转变。

这次转型和升级非常成功，国民党中统特

务头子徐恩曾评价，“在抗战以前，共产党的任

何最高机密，我们都清清楚楚”，但此次“共产党

这一套新的战术，带给我们无穷的困扰”。这一

时期，我党较系统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制定独

具特色的情报工作方针、政策和做法，有力地配

合了党的中心任务，经受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

争艰险复杂形势下的锻炼和考验。

1946年解放战争打响后，中央军委成立直

辖的情报部。至此，党的情报工作采取中共中

央情报部和中央军委情报部双轨形式开展，完

成了第三次转型和升级。这次转型是主动进行

的，进而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作出许多至关重

要的贡献。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解放战争时期

“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在不同时期，我党情报工作亮点纷呈，

被誉为“一次次改写了历史”。

1927年7月15日国民党假左派汪精卫

企图在武汉搞叛变时，由于汉口特务处提前

掌握敌人动向，使党中央避开敌人的突袭，为

发动南昌起义保存了力量。其后，中央特科

获取的蒋介石亲自策划“围剿”赣南闽西根据

地的情报，为红军取得第一、二次反“围剿”的

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最为人所称道的是，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

被捕叛变，两个月后，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被

捕叛变，千钧一发之际，打入敌人心脏的钱壮

飞截获国民党数封急电，并及时向党中央汇

报，成功安排白区的党中央“火线大转移”。

抗战期间，我党不仅要反击日寇残酷的

“大扫荡”，还要提防国民党频繁发起的反共

高潮。1943年7月，党的情报部门及时掌握

国民党胡宗南部企图“闪击”陕甘宁边区的

作战计划，党中央反其道而行之，先是致电胡

宗南和蒋介石，抗议他们的挑衅，接着召开3

万人的紧急动员大会，揭露国民党阴谋，并通

电全国，呼吁停止内战。本来胡宗南进犯边

区是要“攻其不备”，但在事实都被公开后已

无“奇”可言，只好黯然收兵。1944年，党领导

的东北抗联获取了日本关东军在中苏边境

的布防机密，后在关键时刻提供给苏军，为

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解放战争中，党的情报工作更是出神入

化。1946年3月，蒋介石两次召开最高军事

会议，策划半年内击溃中共军队，还确定军事

部署细节，这些战略情报都被迅速送到延

安。相当一段时间，蒋介石从最高参谋机构

“国民政府参军处”得到的材料，中共中央军委

几乎能同步看到。1946年苏中战役，国民党李

默庵部在7月9日才下达的作战计划，我军第

二天就全部知晓。1947年，蒋介石紧急召集

军事会议，确定围堵渡过黄河的刘邓大军的作

战方案，可相关情报还是传到中共方面。1948

年夏秋开始的三大战役中，南京国民党的国防

部刚拟定的作战计划，常常被地下党迅即送

达中央军委处并被发往相关战略方向的总

部，为夺取大决战胜利发挥重要作用。

取
胜
的
原
因

◆马 沈

程즫헷돌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
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成就可
谓有目共睹。国民党溃逃
台湾后总结失败教训，往往
不承认自己在政治和军事
上的失败，倒是接受了情报
之败，可见这一领域的失
误给他们留下深刻
烙印。

出色的战绩

■钱壮飞

■ 兵훇英폂뗄컒뻼헬달뇸 ■ 1948中듲쿬뗄쇉짲햽틛中，用쿂떳쟩报릤ퟷ벫캪돶즫

■ 在1949中뫍욽뷢럅北욽뗄뚷헹中，用쿂떳发믓쇋뻞大ퟷ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