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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情局对付中国的《十条诫令》 

【香港《广角镜》月刊7月号文章】题:中情局对付中国的《十条诫令》 

被中央情报局列为“重点国家”可绝对不是什么好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的不断增强,美国国
内的保守势力和所谓的政治“精英”,日益把中国视为对美国霸权利益的巨大挑战者和最大的潜在敌人。 

随着中国在美国外交政策中重要性的不断上升,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开展的秘密活动也日益活跃和频繁,中
国已经成为其重点目标。 

《十条诫令》并不算什么中央情报局针对中国的秘密情报活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实际上一
天也没有停止过,不过是“古已有之,于今尤烈”。最近被揭秘的《十条诫令》,便很清楚地说明了美国中
央情报局是怎样对待中国的。在中央情报局极其机密的“行事手册”中,关于对付中国的部分最初撰写于
中美严重对立的1951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断修改,至今共成十项,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 

全文转述如下: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
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
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
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
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分裂的种子。特别要
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
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五)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
击他们自己。 

(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
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
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
盘。 

(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
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
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爱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
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
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中央情报局西化、分化中国的险恶用心,在《十条诫令》中暴露无遗。 

在美苏争斗得你死我活、对苏情报活动牵涉了中情局主要精力时,尚且出台这样的对中国秘密情报活动纲
领,那么,在现在美国已日益明显地把中国当作了“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中情局又会有什么样的对中国行



动纲领呢? 

根据对美国政策决策有着强大影响的智囊库兰德公司于1999年6月份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报告:美国的
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
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第三步就
是在前两招都不能得逞时,不惜与中国一战,当然作战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国的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
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 

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的种种秘密情报活动,过去没有停止过,现在也没有停止,将来还
会继续下去。只要中国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变得越来越强大,就将是美国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病”,就
仍将是中央情报局秘密情报活动的重点对象之一。 

转自《参考消息》,2001年7月24日 

二、五角大楼的一份研究报告及其作者安德鲁·马歇尔 

据香港《新报》5月13日题为“美国防部对华订围堵策略 无论大陆有否民主都视作敌人”的文章报道: 

五角大楼网络评估室主任马歇尔召集一批现役和退役军官与学术界人士最近完成的一份报告显示,无论中
国大陆成为民主社会或是成功地转型为市场经济,美国都已决定视中国为未来的敌人,并且针对这种认定
而进行策划。报告中的策略被认为是实际上的围堵策略。 

题为《二○二五年亚洲》的这份报告指出:“一个安定而强大的中国将会不断威胁亚洲的现状。一个不稳
而相当微弱的中国可能是危险的。” 

这份报告强调的重点包括:中国崛起成为美国利益的最大区域威胁,华府若要在亚太地区继续扮演主要角
色就必须在南亚和东南亚建立前进作战基地,印度具有崛起的战略潜能,以及美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
中国与印度结盟。 

报告说,美国采取更积极的外交和军事努力加强与印度的关系是防止中国与印度结盟的必要条件,与韩
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和日本加强双边联盟将可限制中国在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发挥力量。然而,
华府《外交政策聚焦》亚太编辑葛许曼强调,这种作法有几大危险:第一,由于在此策略下不可能控制紧张
情报,它实际上将成为围堵策略,促使中国真的成为美国的敌人;其次,与亚太地区冷战时期的盟邦加强关
系,将会破坏促使中国更加遵守飞弹科技管制机制的努力。 

转自《参考消息》,2001年5月14日 

据《北京日报》一篇文章介绍: 

美国的军事战略调整计划,其中的核心人物其实并不是小布什或拉姆斯菲尔德这样的政客。在美国这份新
的军事战略背后站着的是一位79岁的老资格战略研究专家安德鲁·马歇尔。 

5月21日出版的《新闻周刊》以《五角大楼的导师》为题介绍了马歇尔。马歇尔现在的职务并不显赫,也
很少在媒体上出现。但在美国国防部内部,他却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马歇尔自1949年起就在研究军事策
略,当时小布什还在蹒跚学步。他先是在兰德公司做一名核武器分析家,然后在1973年成为五角大楼的战
略家。28年来,他一直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默默地研究,但同样没改变的是他办公室的位置,就在国防部长边
上的那一间。 

不愿接受新闻界采访的马歇尔并非狂妄之徒。他说话声音轻柔,采访他的记者必须把录音机放近他才能录
下他所说的话。尽管克林顿的国防部长们并不太看重他,但布什的顾问们却很赞同他的理论。现任国防部
长拉姆斯菲尔德、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和即将成为空军部长的詹姆斯·罗什都是他的学生和信徒。布什在
竞选期间提出的一些军事构想就是建立在马歇尔的研究基础之上的。《新闻周刊》甚至称其为“华盛顿
最后一个智者”。 

转自《美军战略大变图谋何在》,作者:黄恒,原载《北京日报》,2001年5月30日 

三、布什政府对北京申奥成功的反应 

【《今日美国报》7月17日报道】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今天说,中国当选2008年奥运会主办国将使北京处于
国际社会“7年的监督之下”。他说,这将会促使中国共产党政府朝着更加开放和民主的目标努力。 

鲍威尔在接受《今日美国报》近1小时的采访时说:“我希望他们知道他们得到了什么。只要北京出现问
题,使国际社会对北京产生不好的印象,奥运会就会成为限制北京的一个因素。” 

鲍威尔这番话是北京申奥成功后布什政府首次较为详尽的反应。此前,布什政府没有对北京申奥表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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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但要求国会不要通过反对北京申奥的决议。 

鲍威尔说,在举办2008年奥运会以前的时间里,中国领导人“将看到加入世贸组织的好处,将看到入世对促
进中国经济自由化的帮助”。 

转自《参考消息》,2001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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