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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强化“五眼联盟”合作：动因及走向  

“五眼联盟”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五个英

语国家组成。它始于 1946 年 3 月 5 日英美签署的《英美防卫协议》

（UKUSA协议），其后，加拿大于 1948年加入该联盟，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则于 1956 年加入。联盟成立后，在海洋监视、秘密行动、人类

情报收集及反情报等方面开展合作，并设计了梯队监听系统，几乎能

监测所有国家公共及私营部门的组织、个人之间的电子通信情况。 

 

一、联盟特点 

“五眼联盟”是全球最大、最成功的情报联盟，它不仅实现了真

正意义上的全球覆盖，而且在广度、深度和连贯性方面也超越其他所

有情报网络。其具体职责包括：通信文件获取，信息流分析，密码分

析及解密，战略海域交通、弹道导弹试验及外国卫星部署监测，恐怖

组织及武器交易监测等。 



“五眼联盟”的权力架构具有非对称性。联盟内部形成以英美为

主，加澳新为辅的等级结构。美国是领导者，英国贡献次之，加澳新

则依赖英美的专业知识、监察指导和军事援助。由此，加澳新丧失部

分战略自主权，容易受到与其国家利益背道而驰的操纵。 

联盟成员国均属于全球范围内重要的海洋国家，致力于推进军事

和安全合作，以维护共同利益和共有价值观。五国按照地域、距离和

能力大小，负责监听全球不同区域，以此来分担防务压力。对基于规

则的国际秩序的支持，使得他们制定的政策具有高度共性。同时，只

有在所有成员国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与第三方合作伙伴共享情报。 

 

二、强化动因 

“五眼联盟”是英国情报系统的核心。英国情报系统的主要职责

在于满足反恐需求，支持海外军事行动，实现对关键外交政策和国防

需求的全球覆盖，帮助其他国家提高击败恐怖主义和叛乱团体的能力。

主要情报部门包括：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英国国家安全局（MI5）、

英国秘密情报局（MI6）。脱欧后，英国强化“五眼联盟”合作的主要

原因在于： 

第一，深化英美情报伙伴关系。早在 1942 年 10 月 2 日，英美两

国就签订了第一个情报共享协议——《霍尔顿协议》，迄今，两国保

持着历史上最稳定的双边情报伙伴关系。。美国拥有全球最大、最昂

贵的情报系统，美英两国的情报体制也极为相似，英国不仅可以“搭



便车”，成为美国情报实力的直接受益者，还可以分担防务，或将防

务负担部分转移给其他成员国。 

第二，打造情报领域的盎格鲁圈。“五眼联盟”成员国拥有同样

的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共享历史、法律和民主传统。五国拥有最

敏感级别的技术合作，定期共享机密信息，并制定统一的军事部门交

流计划。借助联盟，英国能进一步强化情报收集能力，完善情报共享

机制，推动情报政治化，协同其他四国打造情报领域具有排他性的盎

格鲁圈。 

第三，没有更好的替代模式。英国认为，除“五眼联盟”外，没

有一种替代模式能提供更有吸引力的方式来管理全球情报事务，也没

有其他国家能像美国那样，愿意并且能够承担地区安全执法的角色。

过去英国与欧盟也有着密切的情报往来，但无论是早期的伯尔尼俱乐

部、欧洲刑警组织，还是 2020 年新成立的欧洲情报学院，都只是松

散的情报信息交流平台。在未脱欧前，英国还是欧盟内部情报事务方

面的领导者。在欧盟最重要的评估所涉及的共享情报中，约有 40%至

50%来自英国机构，英国在欧盟系统中的付出远大于收益。 

第四，获得技术优势及影响力。英国强化“五眼联盟”合作，不

仅有利于自身开发高新军事技术，建设先进作战管理系统，还能利用

联盟资源，增强与他国在情报领域的讨价还价能力，在全球范围最大

限度地发挥自身影响力，甚至成为国际规则塑造者之一。 

第五，遏制俄罗斯的干预行动。英国认为，自 2014 年克里米亚

危机后，俄罗斯开始针对英美等西方国家进行广泛干预，包括对政党



的网络攻击、对选举制度的干涉以及旨在加剧社会分裂的社交媒体影

响力运动等，同时还在国际事务中宣传虚假信息，以破坏公众对政府

的支持。为应对俄罗斯进一步的干预行动，“五眼联盟”应商议共同

的遏制政策。 

第六，强化西方的意识形态。以民主价值观和规则体系为基础构

建的国际秩序被英国视为自身发展的坚实保障。“五眼联盟”拥有共

同的价值观和互补的国家利益，应紧密合作，并将信任圈扩大到其他

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英国提出应将 G7 扩编，加上印度、韩国、澳

大利亚来构建民主十国（D10），以强化西方意识形态，应对非传统安

全和大国竞争。 

 

三、未来走向 

“斯诺登事件”后，“五眼联盟”试图从正义战争理论引申出情

报正义理论，以此解决其面临的道德困境，积极探索更加灵活的安全

及防务合作机制。其未来发展走向包括： 

第一，扩充联盟成员。扩员不仅可以减轻成员国负担，还可以扩

大情报合作范围。“五眼联盟”积极拉拢日本、韩国、德国、法国、

印度加入，并承诺这些国家在加入后，不仅有权访问大量机密信息，

还可获得高端军事装备、一流的情报服务以及联合训练的机会。但扩

员数量也有限制，因为伴随联盟缔约国数量的增加，情报成本上升而

收益下降，而且增大了情报扩散的风险。 



第二，扩展合作领域。“9·11”事件后，“五眼联盟”的职责从

情报信息共享扩展到技术合作研发、网络安全应对、外交决策协调以

及政治价值观宣扬。五国在长期的情报合作中建立起高度互信，并在

美国带领下，逐步走向反华同盟。“五眼联盟”不仅对中国实行全方

位监控，还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例如，共同抵制华为 5G 设

备，对香港、台湾、新疆、南海问题妄加指责等。 

第三，扩张机制建设。经成员国部长级会议协商，“五眼联盟”

未来将设立：（一）技术中心。协调技术标准，为使用特定技术的合

作项目提供场所，对信息干扰进行分类分析，利用信息情报甄别潜在

的安全威胁。（二）防务中心。使联盟能够在重要的地缘战略领域（如

中国南海、北极）采取一致行动，并支持北约和澳新美联盟（澳大利

亚、新西兰和美国）的共同防务承诺。 

第四，缓解供应链脆弱性问题。联盟正考虑对矿产和医疗用品等

关键战略储备物资进行供应链整合，在资源情报、技术研发、重大项

目融资方面积极合作，开展供应链安全审计，以解决重要物资供应链

过度依赖中国的问题。例如，英国已与美国签署国防贸易合作条约，

并试图在联盟内部建立国防贸易共同市场。 

“五眼联盟”使成员国能在高度制度化的层面上为共同安全汇集

资源，减少合作交易成本，共同维护国际声誉，强化集体防务。从严

格意义上，“五眼联盟”并非一个真正的军事联盟，因为它不具备明

确的共同防御条款。同时，联盟内部也存在矛盾。新西兰就曾公开质

疑该组织外交职能的扩张问题，并反对联盟的对华遏制政策。总之，



“五眼联盟”使国际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并日渐显露出反华倾向，

我国应做好防范及应对措施准备。 

（撰写：孙志强，博士，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专任研究员） 

 

 

 

 

 

 

 

 

 

 

 

 

 

 

 

 

 

 

 



 

国际问题研究报告 

主编：张蕴岭  副主编：张景全  执行副主编：徐海娜 

主办：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学院 

联系人：刘孟娇  电话：15854651231  

报送：中央、山东省政府有关部门，山东大学学校领导、主要部

门、学院领导 

交换：国内国际问题研究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