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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多家媒体11日报道称，一名50多岁的日本女性涉嫌

从事间谍活动在上海被捕，至此今年已有4名日本间谍嫌疑人

遭到中方逮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证实，中方有关部门依法逮捕了两

名在华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籍嫌疑人。对于日媒提到的另外两

名间谍嫌疑人，中方尚未确认。

虽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公开否认向中国派遣间谍，

日本媒体也声称，类似情况“实属罕见”，但实际上，中国一

直是日本情报收集的重点对象。多年来，日本为谋求成为情报

大国，逐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机构群。

日本情报机构大起底
一直谋求成为情报大国，安倍上台后更加重视，计划培养谍报专家，近期多人在中国被捕

负责内阁情报工作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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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已被拘捕较长时间

上月底，日本一些媒体最先曝出两名日本间谍嫌疑人在中
国被捕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9月30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说，中方有关部门依法逮捕了两名在华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
籍嫌疑人，有关情况已向日方进行了通报。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这两名日本男子可能是受日本公安
调查厅委托在华收集情报，于今年5月先后在辽宁省的中朝边
境和浙江省的军事设施附近被捕。

两男子分别在辽宁和浙江被捕

在这一消息引发广泛关注之时，日本《朝日新闻》 11日
再次爆料称，一名50多岁的日本女性6月在上海被警方逮捕，
存在从事间谍活动的嫌疑。据称，该女子的工作单位是日本一
家语言学校，其前往上海的理由是“招生”。

一50多岁女子在上海被捕

此外，还有一名60多岁的北海道男性6月在北京被逮捕，
据称受日本公安调查厅委托收集关于中国政治形势的情报。

共同社报道，这4名间谍嫌疑人已被拘捕较长时间，日本
政府正在加紧收集情报以寻求他们获释。

一60多岁男子在北京被捕

虽然日本高官近日公开否认向中国派遣间谍，但事实
上，中国一直是日本情报工作的重点对象，相关情报收集工
作从未停止。

二战后，日本在情报工作上开始逐渐脱离对美国的依
赖，建立起一套相对独立的情报体系和机构。许多日本政客
和学者提出，如果日本要变成所谓“正常国家”，作为国家耳
目、尖兵和参谋的情报系统至关重要。经过多年发展，如今
日本已经拥有一个庞大的情报机构群。在日本情报系统中，
各个机构既各司其职，又互有合作。

日本的情报机构有哪些

公安调查厅
最近媒体报道中频繁提到的公安调查厅，其实只是日本

整个情报系统的一支，隶属于法务省。公安调查厅具有对外
情报收集和反间谍的职能。

内阁情报调查室
内阁情报调查室直属内阁官房长官领导，通过官房长官

定期向首相提供情报。

外务省国际情报局
设有自己的情报机构。

防卫省情报本部
主要负责军事情报。

通商产业省
通商产业省是日本经济情报网的核心，重点搜集经济科

技情报。

民间有一定规模的商社情报网

虽然情报机构庞杂，但日本《东京新闻》 2013年报道，
日本情报工作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防止本国情报泄露的反间谍工作，这在日本是由
“公安警察”承担的；另一种则是主动获得外国情报的“对外
谍报”工作，这主要是由外交人员承担的。

情报工作分为两种

安倍上台后大动作不断

安倍自2012年年底第二次上台后，不断
寻求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扩大自卫队活动
领域。为配合这一策略，安倍非常重视情报
工作，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创建了日本版

“国安会”——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作为外交
和安保政策的“司令塔”。

2013年12月，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正
式成立，翌年1月，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事务
机构国家安全保障局成立，其成员来自外务
省、防卫省、警察厅等部门。国安局下设“宏
观”、“战略”、“情报”、“同盟国·友好国”、“中
国·朝鲜”以及“中东等其他”6大部门。

创建了日本版“国安会”

今年4月，日本政府又提交了一份成立
日本版“军情六处”的建议书，提出新设一
个情报机构，主管海外情报收集。

消息人士透露，新设立的对外情报机构
不仅将对现有机构掌握的情报进行收集和集
中分析，还将具备独有的情报收集能力。

日方还打算派人出国考察，目的地包括
英国，可能以英国军情六处为模板，设立海
外情报机构。

军情六处正式名称为英国秘密情报局，
是英国三大情报机构之一。

拟成立日版“军情六处”

除改革和整合现有情报机构外，安倍政
府还计划培养谍报活动的专家，注重所谓的

“人力情报”，从而提高对外情报收集能力。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2013年5月强调了

培养谍报活动人才的重要性，表示“将加强对
专门的、有组织的情报收集手段和体制的研
究。”

《东京新闻》报道，与对方政府高级官员
等特定地位和立场的人物接触，并获得有利
于本国利益情报的谍报活动，称为“人力情

报”。日本政府正在考虑的正是这种“人力情
报”，这是合法行动，更重视与人员的交际。

安倍首次执政时设立的“情报机能强化
检讨会议”曾于 2008年提交过一份汇总报
告，其中也谈到了“人力情报”的重要性。
报告认为，“情报收集的对象国和对象组织
是封闭性的，因此很难获得其内部情报”，

“为了获得高质量情报，应当加强培训，通
过积累知识和经验，培养对外人力情报的专
门人才”。

计划培养谍报活动专家

精通情报活动的日本专家称，公安调查
厅“日常性地会通过民间人士在海外收集情
报”。

军事评论员黑井文太郎对共同社表示：
“公安调查厅以前就采取与往来外国的商务

人士等走得很近并听取情报的手法。”
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前局长孙崎享则

分析道：“这应该是日常性地由民间人士进
行的情报收集活动。”

通过民间人士海外搜集

由于不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中国《南
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日本政
府高官发出威胁，放言要减少甚至停止向教
科文组织交纳会费。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12日在富士
电视台访谈节目中声称，教科文组织作出决
定的方式“很不透明”，“应该改革现行制度”，
日本政府正在研究削减或停止交纳会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9日宣布把中国申报
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日本政府却声称，教科文组织“遭到政治利
用”、“未能保持中立和公平”。日方还质疑
《南京大屠杀档案》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日
本媒体报道，日方曾要求中方撤销申报，但被

拒绝。中方申遗成功后，日方还向中方提出
“抗议”。

10月 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就中国的《“慰安妇”档案》未能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一事表示，日
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中方反馈了《“慰
安妇”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意见：除
中方外，还有其他国家也是“慰安妇”问题
的受害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咨询委员会根据
世界记忆名录申报指南的有关规定，鼓励有
关国家联合申报，并将于 2017年举行的下
届会议上对该项申报进行评审。中方将认真
考虑和研究教科文组织的上述意见。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拒不认罪 日本拟报复教科文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