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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敲响警钟
!""!年 #!月 !"日，美国参议

院情报委员会就“$·##”恐怖袭击事
件发表官方报告，称美国反恐力量
本应能够阻止“$·##”悲剧，但国家
安全局妨碍了这一努力，因为它“未
能足够重视现代通讯技术”。
这份报告由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和众议院情报常设特别委员会共同
完成。它批评国家安全局对收集美
国境内情报过于谨慎，与联邦调查
局就针对美国的潜在恐怖袭击缺乏
充分合作。
报告指出，国家安全局完全跟

不上信息技术爆炸，它每天拦截全
球 %!&亿条信息，但“仅极小一部分
被审核，其他则淹没在浩如烟海的
数据中”。
后冷战时期的和平“红利”让美

国付出代价，“$·''”事件让国家安全
局饱受诟病。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
家安全局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
提高效率，试图减少舆论批评。于是，
才有了备受争议的“棱镜”计划。
有意思的是，如今那些最大嗓

门抨击美国已沦为“监控王国”的议
员们，正是当年最卖力斥责国家安
全局工作不力的人。

“旧思维”不合时宜
情报专家说，只有大量收集数

据，方能找到关键“交叉点”，从而理
出正确线索。比如，如果有人定制一
本护照，并提到一处与可疑人员相

关的地址，这可能会引起分析人员
关注，但并不一定指向某一阴谋；如
果此人同时还购买了大量化肥，加
上这一线索，就基本构成一个明确
的威胁，政府可以采取相应行动。

!""%年 '月 ("日，在《纽约时
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我们为什么监
听》中，前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菲利
普·罗比特就“威胁矩阵”如何运作
讲述了一个生动例子：!""'年 $月
'"日，即“$·''”前一天，国家安全
局截获两条讯息，一条是“比赛明天
开始”，另一条是“明天发起进攻”。
它们是从阿富汗基地组织活跃区域
的随机电话监听中获得的，没有人

明白它们是什么意思，秘密直到第
二天才揭晓。
罗比特写道：“如果当时我们能

够前后对照信用卡账户、飞行常客
记录以及这两个通话者共用的一个
电话号码，就可以通过‘数据挖掘’
轻易找到与他俩有联系的另外 ')

个人，他们于同一天同一时刻出现
在我们的 *架飞机上。”
为了收集更多数据，在!+"!年国

会报告发表后的最初几年里，国家安
全局曾启动一个预算高达'"亿美元
的“开拓者”计划，但以失败告终。
究其原因，它依然采用冷战时

代的“旧思维”来收集情报，即试图

建立一个集中的信息收集处理体
系。这种思路针对当年的苏联十分
有效，因为其特定信息是隔离的，传
输集中，方式简单老旧，信息量少，
美国可以有针对性地建立一个封闭
式监控体系。
但是后冷战时代，大家同在一

个极其分散的互联网上，任何组织
都可以轻松利用最新信息技术保持
联系。对于情报部门来说，如采用老
式收集情报方式，则意味着要建立
一个可以监控整个互联网的巨大体
系，互联网有多大，监控网络就有多
大。显然，联邦政府根本做不到这一
点，'"亿美元只是毛毛雨。成本太
高，网络发展又太快，要在互联网上
全面收集数据，是“不可能的任务”。

“私有化”大势所趋？
经历种种尝试和挫折之后，国

家安全局终于理清情报收集“新思
维”：利用互联网分散的共享模式，
借助美国最先进的网络技术公司收
集和过滤情报，搜寻恐怖袭击的蛛
丝马迹，从而跟上“信息时代的步
伐”。

在国家安全局老局长海登眼
里，将一个平庸的冷战间谍机构改
造成一个“私人”技术企业，无论对
于反恐还是技术发展本身，都合乎
逻辑，势在必行。他在接受《国事杂
志》采访时说：“今天的米德堡（国家
安全局总部），每一部电话和计算机
都不是政府所有。”

唐昀

! ! ! ! 美国国家安全局

!,-."是美国政府机构

中最大的情报部门#也

是最为机密的部门$,-.

甚至不为美国政府其他

部门所了解# 所以经常

被戏称为%"# $%&' ()*+&,&!无

此单位"$

,-. 成立于 '$&! 年 ''

月#总部设在马里兰州米德堡$

该机构隶属于美国国防部#专

门负责收集和分析外国通讯资

料# 监听范围涉电台广播'通

讯'互联网#尤其是军事和外交

的秘密通讯$

机构设置方面#,-. 主要

下设无线电和无线电技术侦察

局#政府通信'远距离通信和电

子计算机设备安全局#科研和试

验设计局#计划局和总务局等$

,-.雇员人数多达数万#年

预算经费数百亿美元#人员编制

和预算拨款都超过中央情报局

!/0."$该局总部有一流的密码

编制家和数学家#并备有世界上

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

在 ,-. 流传着这样一句

话(((%我们相信上帝#我们监

视其他所有人&$ %$)''& 事件

后# 美国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投

入大增#,-.触角更是迅速延

伸#几乎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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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全力打造“监控王国”
“9·11”事件后，美国国会议员严厉批评国安局工作不力———

“棱镜门”事件
在美国社会引起巨
大争议，一些国会议
员猛烈抨击美国已
沦为一个“监控王
国”。然而十几年前，
也正是这些议员，在
一份“9·11”事件报
告中，严厉批评国家
安全局工作不力，导
致悲剧发生。在巨大
的舆论压力下，美国
政府开始打造新的
情报收集体系，“监
控王国”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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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靠”的女强人桑德伯格
打破“看不见”的障碍 平衡好工作与家庭

! ! ! !谢里尔·桑德伯格是美国大型
社交媒体“脸谱”的首席运营官，名
列 !+'!年《财富》杂志“商界 &+大
女强人”和《时代》杂志“全球最具影
响力 '++人”。
桑德伯格日前出版《往前靠：女

人、工作和领导的意志》一书，以亲
身经历证明女性有足够能力与男性
平起平坐。

障碍来自自身
桑德伯格注意到，在美国和其

他一些发达国家，女性受教育程度
高于男性，工作报酬也比过去提高
不少。但在企业高管层，男性仍是
“世界主宰者”。

更让桑德伯格感慨的是，许多
人意识不到女性地位低的现实，甚
至觉得男性主宰世界理所应当。

妨碍女性进入高层的因素众
多，如养育子女和料理家务花费大
量时间和精力；以男性为主的董事
会成员更换速度极慢，多数规定 )!

岁退出董事会。桑德伯格承认这些
障碍，但她认为，真正的障碍来自女
性自身，是“看不见的，存在于女性
头脑中的障碍”。
“与男同事相比，我们女性较少

人渴望晋升。”她在《往前靠》一书中
写道，“摆脱这些内部障碍对赢得权
力至关重要。”
桑德伯格不止一次听到女性抱

怨在工作中受到不公平对待，兼顾
事业和家庭有多难，但她极少听到
她们说受到自身的束缚。“从一降

生，男孩和女孩就受到不一样的对
待。一些负面信息被灌输给女
孩———女性不该敢于直言，不该有
进取心，不能比男性权力大等等。于
是我们在本该往前靠时却往后退。”

迟些放慢脚步
桑德伯格在书中讲到这样一件

事：几年前，“脸谱”一名年轻女员工
问她许多关于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
的问题，她以为这名员工打算和丈
夫或男友要个孩子，但细问才知这
名员工根本没结婚，也没有男朋友。
桑德伯格认为，女性没必要过

早考虑这个问题，女性不是必须在
家庭和工作中二选一，然而她们似
乎很早就认定在事业成功和做贤妻
良母之间只能选择一样。
桑德伯格认为，女性极少一下

子放弃事业追求，但往往在若干次
小退缩后彻底丧失与男性竞争的能
力。一想到家庭，法律事务所女员工
可能放弃当事务所合伙人的目标，
女推销员可能不去申请管理职位。
“经常是不知不觉地，女性就停

止寻找新的机会……等生完孩子返
回岗位，她可能觉得没有成就感，或
不被重视。这时，她可能进一步降低
事业心，不再相信可以到达顶层。”
桑德伯格主张，女人等到非中

断工作不可或孩子快出生时再放慢
脚步也不迟，不该提前几年就不思
进取，“不要在退出前就退出”。

桑德伯格自己也曾为生育后是
否返回工作岗位纠结，最终决定请保
姆帮忙照顾孩子，自己继续工作。她
说，选择家庭还是工作因人而异，没
有好坏之分，然而在选择之前拥有自

己的事业才能让选择无怨无悔。

尽力胜过求全
桑德伯格明白鱼和熊掌不可兼

得的道理，承认做职业妈妈就必须
“调整、妥协、牺牲”。

她刚加入“脸谱”那半年过得十
分艰难，因为许多同事都像大老板
马克·扎克伯格那样通宵达旦工作，
她也不得不“入乡随俗”。“我担心走
得太早‘扎眼’，于是一次又一次错
过与孩子共进晚餐。”桑德伯格说。
桑德伯格觉得长期如此不是办

法，于是想出折中方案。除了参加极
为重要的会议，她每天下午 &时 -.

分准时下班，与家人一起吃饭后再
接着工作。她将标语“尽力胜过求
全”贴在办公室墙上。“我尽力去实
践这句箴言，放弃不可能达到的要
求。”她说，“当我确认家里和工作中
最要紧的事后，感觉好多了，工作效
率更高，也能做个好一些的妈妈。”
桑德伯格希望她写的书能促使

更多女性“往前靠”，打破这个世界
的权力格局，为女性赢得更多机会。
“共同经历是感同身受的基础，

反过来可触发我们需要的机制改
革。更多女性进入领导层可以让所
有女性获得更公平的对待。”她还希
望女性在职场上积极进取的同时，
男性能更顾家，因为研究显示，父亲
更多参与育儿有益孩子身心健康。
桑德伯格说：“我们可以现在就

行动，缩小男女在领导层的差距。”
欧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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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桑德伯格 '$%$ 年

1月 !1日出生#是家中

三个孩子中的老大$ 父

亲乔尔是眼科医生#母

亲阿黛尔是法语老师$

父母在桑德伯格小

的时候向她灌输%从商不

好&的思想#希望她长大

当医生'从政或去公益机

构工作#不过这没能影响

桑德伯格的选择$

桑德伯格从小口齿

伶俐$ 中学一年级参加

佛罗里达州演讲比赛#

击败众多高年级学生获

得亚军$ 那时她个子还

没讲台高# 站在凳子上

才能露出头来$家人说#

桑德伯格的 %第一批雇

员&是弟弟戴维和妹妹米歇尔$

桑德伯格小学时就喜欢指挥他

们# 要求他们对她的每个指令

都回答%好的&$

桑德伯格学习成绩优异#大

学毕业时获得约翰)2)威廉姆

斯奖学金$从哈佛大学商学院毕

业后#她最初在麦肯锡咨询公司

当经营顾问$ #$$% 年至 !++#

年# 她担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

并给后来升任部长的萨默斯当

高级顾问#后者是桑德伯格大学

期间的导师和论文顾问$

!++#年#桑德伯格加入谷

歌# 担任负责全球在线销售和

运营的副总裁$ !++)年圣诞聚

会上#桑德伯格遇到%脸谱&董

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马克)

扎克伯格#次年 (月离开谷歌#

出任%脸谱&首席运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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