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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对共情报活动

　　过去关于华北“治安战”的研究，重点关注双方战略战术、日军“治安战”中的宣抚

工作、中共游击战要领以及双方通信情报和人员情报等，本文则主要考察日军在中国华北

针对中共的情报活动。

　　从组建华北方面军到遭遇百团大战（1937年8月至1940年8月）

　　（一）华北方面军的情报活动

　　1．情报组织。为掌握中共的真实情况，日军先后成立了各种情报机关和调查机关，

主要有华北灭共委员会、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特种情报班、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第二课、兴亚

院华北联络部政务部、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和华北交通会社特别调查班等。

　　2．实施《情报工作规定》与《情报收集计划》。华北方面军及各部队通常根据《情

报工作规定》和《情报收集计划》开展工作。应该说，这是把上级部队和宪兵队提供的情

报作为利用的前提了。

　　3．情报收集手段。华北方面军1943年7月总结的《情报工作参考》将情报工作分为普

通情报和战场情报两大类。

　　4．完成的报告。华北方面军收集的情报主要形成两类文件：一是方面军第二课定期

出版的情报文件；二是临时报告。

　　5．情报主任会议。1939年12月1日、2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中国派遣军、各部

队、宪兵队等相关人员召开情报主任会议，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参谋长列席。

　　这次会议使大家认识到只有中共才是“华北治安之癌”，明确了华北方面军“治安肃

正”的对象，而且对中共必须进行综合的、有组织的情报收集和实质性研究工作。

　　综上，华北方面军的情报组织以司令部第二课为最高机关，并按照《情报工作规定》

和《情报收集计划》，利用各种手段收集情报，对情报进行整理、归纳后定期或临时报告

和发布，而且还通过召开情报主任会议形成共识。从总体上看，华北方面军的情报工作还

是较为合适的，并没有发现其在情报工作上的特别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针对已经被认

为是“华北治安之癌”的中共的情报收集，则是以宪兵队为主，一般部队的相关工作并不

是很彻底。

　　（二）陆军中央部、华北方面军的对共评价

　　1．陆军中央部及中国派遣军的评价。如前所述，虽然华北方面军早在1937年就已认

识到中共的威胁，但大本营陆军部在1938年10月的《对华作战参考资料》中，认为中共始

终依附苏联，只是在扰乱日军后方，并没有将中共视作重大威胁。中国派遣军虽然对中共

壮大力量有所认识，但也只是判断中共在和国民党争夺地盘，对中共的总体评价过低。

　　2．华北方面军的评价。华北方面军在1937年10月的《军队实施治安维持指导之参

考》。这是当时负责“治安”维持的第三课完成的文件，其目标始终是国民党，并没有发

现涉及中共的内容。第二课也将国民党军队当作维持“治安”的重点。

　　从百团大战到组建华北特别警备队（1940年8月至1943年9月）

　　（一）百团大战的教训与参考

　　日军对百团大战在情报及情报工作上的教训和参考作了总结：

　　情报方面的教训：一是事前未能察觉此次大规模奇袭。二是要重视通过保甲制度从中

方机构和民众处获取情报，应尽快在重要地区确立保甲制度。三是必须将谍报网扩大到中

共地带，并派遣间谍打入中共内部。四是不能只依靠间谍的报告，应努力通过抓捕俘虏、

询问中共地区内的居民来收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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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报方面的参考：一是中共彻底的防奸工作。二是不能轻视事前动向，如共匪向地区

外频繁转移、共军将和中央军交战的情报、物资的频繁集结、各地秘密会议的召开等。

　　情报工作方面的教训：一是要争取民心；二是要谋求让普通民众易于报告情报的手

段；三没有发挥中方机构和密探的作用；四是中共侦谍网的破坏；五是不能被中共声东击

西的反宣传所欺骗；六是要注意其他便衣人员和妇女，利用俘虏和归顺者也特别重要；七

是一线谍报经费的增加。

　　情报工作方面的参考：一是中共广泛而彻底的群众工作。二是中共对所属部队做好保

密工作，使我方掌握其真相极为困难。三是中共保密工作极为用心和努力，使我侦察工作

非常困难。

　　（二）华北方面军情报工作的改革与加强

　　1．司令部第二课的人员增加与职能强化。和一年前相比，百团大战后的第二课增加

到17人，还设置了专门负责共产党情报的参谋。

　　2．情报收集计划的制定。1941年3月华北方面军制定的《情报收集计划》，特别要求

注意收集有关“治安肃正”和中共军队的情报。

　　3．中共密码的破译。百团大战后，第二课马上增加了收报机，同时增加特种情报班

人员，集中力量破译中共密码。

　　4．对共调查的进步。随着对共情报工作的灵活化，对共调查也取得显著进展。华北

方面军于1941年12月成立“对共调查班”，加强对共调查，将黄城事务所的职能扩大，使

其成为部队组织内的机构，总部设在北京东六条的一所宅邸中，在济南、太原、石门成立

分部，并配置于当地日军部队。“六条公馆”的名称就是对共调查的代名词。

　　（三）华北方面军的对共评价

　　1941年到1942年情报工作取得的成果，对改善华北“治安”发挥了很大作用。华北方

面军认为，因1940年5月之后的扩军工作，中共军队由质向量转变。由于兵员素质低下，

军民离心、士兵丧失作战决心、补给困难等倾向在不断增加。

　　1942年9月，华北方面军认为中共的活动减少，而且解放区的维持也非常困难。

　　关于国共双方的关系，华北方面军认为，因抗战必要性而继续的国共合作，意味着中

共相对于国民党的政治地位有了提升，但即使中共作出妥协，双方冲突也将会更加严重。

　　从组建华北特别警备队到战争结束（1943年9月至1945年8月）

　　因形势继续恶化，为对付中共及其军队，日军于1943年9月20日成立“华北特别警备

队”。

　　（一）华北特别警备队的组成与情报工作的变化

　　1．华北特别警备队的情报组织。华北特别警备队的基本任务，是“在华北实施侦破

敌之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的秘密战”，司令部设在北京，最早由五个警备大队（后增加到

十个）、教育队、六个特别侦谍队（后增加到九个）、临时特别情报队（1944年4月临时

组建）组成，包括文职人员在内约11400人，各级指挥官和主要职位由宪兵科军官担任。

　　2．华北特别警备队的情报收集与对共调查。华北特别警备队的《情报收集计划》，

重点是党、军、政、民众组织的领导及其活动，经济、治安、兵要地志等诸多内容。共产

党县政府、县委等组织名称是作为各地区特殊情报收集要目记入其中的。《对共调查实施

计划》指出，除要探究中共弱点外，还要有利于教育训练快速增加的特别警备队人员。

　　3．制定《情报工作参考》与《剿共指南》。这一时期华北方面军情报工作和对共调

查的集大成者，就是《情报工作参考》和《剿共指南》。《情报工作参考》“以提高情报

军官能力为目的，记述了作为情报军官应该知悉的和情报有关的全部内容”，重点介绍了

对共情报和“治安”情报。《剿共指南》共两卷。编写《剿共指南》的目的是“根据本指

南，掌握中共活动及真实情况，以期彻底提高对共认识，并有利于剿共作战”。《剿共指

南》与《情报工作参考》有很多重复的内容，《情报工作参考》是供情报工作者使用的，

而《剿共指南》则供情报工作者之外的负责对共施策的人员使用。

　　4．参加“一号作战”对对共情报工作的影响。华北方面军主力参加了黄河以南的作

战（京汉作战）。华北方面军指挥的中国派遣军特种情报部北京支部也组成推进班支援作

战，因此该时期在华北获取的中共特种情报不得不大幅减少。

　　（二）华北特别警备队和华北方面军的对共评价

　　关于中共，华北特别警备队认为，尽管经历了几次根除行动，但其势力仍在增大，活

动也越来越频繁。但中共并没有实施大规模的武装反攻，而是将重点放在政治攻势和培养

积累自己的战斗力。华北方面军并没有预测到中共将成为中国的领导者。

　　日军情报工作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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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共的先入为主与研究不足

　　日军早在1937年下半年就关注到中共及其军队的存在，但因其兵力少、装备差，认为

他们只是扰乱后方，不会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也导致一线部队轻视中共及其军队，认

为他们只不过是游击队。正是因为没有将中共视作重大威胁，所以日军对于党、军、政、

民四位一体的中共和反游击战的研究没有任何进展。

　　（二）战绩第一主义（论功行赏的弊端）

　　与对中共的轻视不同，日军中存在追击残存国民党军队的风潮。对于中共，日军从一

开始就对中共实施彻底的武装“讨伐”。没有对中共的真实情况作适当了解，就强行实施

武装“讨伐”，反而让民众与日军离心离德，助长了中共力量的壮大。

　　（三）脆弱的谍报组织

　　华北方面军虽然要求各部队增加间谍人数和扩大谍报网，但无法在短时间内找到和培

养出色的间谍，反而只能依靠当地间谍。此外，与华北物价相比，间谍的报酬也很低，因

此很难找到合适人员以及共产党（内部）高级别的情报提供者。

　　（四）一线部队对于情报的认识不足

　　在“治安战”中，准确的情报及其送达极其重要。虽然不能说日军轻视情报，但除情

报人员之外的其他人员，特别是一线部队对于情报和情报工作的理解存在不足。

　　（五）防谍的困难

　　驻留国外的军队也有无奈之处。不仅收集对方情报比较困难，日方的防谍工作也很困

难。

　　结语

　　根据《情报工作规定》和《情报收集计划》，华北日军在完善情报组织的同时，运用

华北灭共委员会、特种情报班等情报机构，利用各种手段收集、处理情报，发布情报成

果，通过召开会议形成情报共享，实施了灵活多样的情报活动。特别是百团大战之后，情

报工作效果更为明显，给华北方面军的“肃正讨伐”作战提供了很大帮助，将中共逼到了

绝境。

　　关于对共评价，虽然华北方面军很早就认识到了中共的“危险性”，认为“中共是华

北治安之癌”，但因过去的经验、广大的作战地区以及游击战特点，对中共的力量和能力

作了过低的判断。这导致华北方面军内部情报人员不足、密码破译迟缓、谍报网构筑不完

善以及战绩第一主义盛行。这是对中共施策不够彻底的主要原因。

　　

　　（作者单位：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

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黄小强/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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