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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时期德国西部城市的崛起及其影响

徐继承

(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摘 要: 工业化时期是德国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该地区城市的发展速度明显加

快，产业结构日益优化，城市体系逐渐完善，城市类型也朝着多样化的趋势发展。西部城市的强势崛起不

仅得益于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以及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等因素，而且也加快了工业化进程，

促进了经济重心的西移，进而带动了西北地区港口城市的快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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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工业化的兴起与深入推进，城市化也进入持续快速发展的时期。在

工业化的强劲推动下，西部城市的发展速度迅速赶上并超过了中部城市，同时它也成为 19 世纪最后

30 年推动德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①与德国其他地区的城市的发展相比，西部城市的发展更

能集中地反映出这一时期高速工业化与强劲城市化之间的良性互动，由此推动了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与社会的急剧转型。因此，探究这一时期西部城市的崛起为我们研究近代德国城市化提供了重要的范

例。
本文主要把德国西部城市的崛起放在工业化发展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系统考察，详细地探讨西部城

市崛起的历史动因，同时阐明它的崛起对德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西部城市的强势崛起

德国莱因、威斯特发仑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发达的水上交通运输网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

理条件，同时因毗邻法国与比利时，也能够受到这些工业化发展较早国家的经济辐射。因此，这些良

好资源与区位优势不仅使其成为德国工业化的摇篮，也为该地区城市的快速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
随着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纺织工业的蓬勃发展，西部地区兴起了一批以纺织业为主导产业的城市，

诸如莱因地区的克雷菲尔德、巴门。据统计，1815 年克雷菲尔德、巴门的城市人口分别为 1100 人和

2000 人，到 1840 年已经分别增至 13 600 和 16 300 人。②进入 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德国工业发展的重

心逐步从轻纺工业部门转向铁路建设和钢铁等重工业部门，随之西部的重工业城市也开始崭露头角。
1852 年鲁尔地区重工业城市杜伊斯堡、埃森、波鸿、多特蒙德的人口仅为 13 087、10 552、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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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546人，到 1871 年，这些城市人口分别达到 30 144 、51 513、21 192、44 420 人。① 这些城市的快

速发展与鲁尔地区煤炭产业的强劲增长紧密相关。据相关资料显示，1850 年鲁尔地区生产的石煤为

196. 1 万吨，到 1870 年增至 1157. 1 万吨; 从业人员的数量也从 12 741 人上升到 50 749 人。②

1840 － 1871 年间，西部城市的发展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研究表明，西部地区在 1840 － 1871
年间的城市化率从 25. 2% 上升到 34. 2%，城市人口密度从每平方千米 4515 人增加到 7594 人。从

1815 － 1840 年间至 1840 － 1871 年间，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也从 1. 01% 上升到 2. 0%。同期中部地区

的城市化率也从 30. 4%增加到 37. 0%，城市人口的密度从每平方千米 4599 人增加到 7607 人，城市

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则从 1815 － 1840 年间的 1. 01%增至 1840 － 1871 年间的 1. 64%。③ 从以上数据可以

看出，尽管这一时期西部城市的整体发展水平明显低于中部城市，但是西部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明

显高于中部城市。
如果从城市增长结构④来考察，可以发现西部城市整体增长速度快于中东部城市。这一时期东

部、中部与西部地区人口处于负增长的城市数量分别为 14、15、16 个，所占各地区城市总数的比重

分别为 7. 8%、5. 3%、15. 1% ; 人口增长率超过 2. 4% 城市数量所占的比重则分别为 6. 1%、5. 7%、
17. 8%。⑤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西部城市的人口增长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方面，该地区人

口处于负增长的城市数量所占城市总数的比重明显高于中、东部地区; 另一方面该地区人口年均增长

率超过 2. 4%的城市数量所占比重也远远高于中、东部城市。这一时期西部城市人口增长特点与该地

区工业化发展密切相关。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发展，一方面推动了波鸿、多特蒙德、克雷菲尔德等工业

城市的迅速崛起，进而带动了周边近距离移民向这些新型的工业城市快速集聚; 另一方面也引起了该

地区其他类型的城市诸如行政中心城市 ( Administrative cities) 、大学与休闲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下

降，甚至这些城市的人口出现了向工业城市迁移的现象。
尽管西部城市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是该地区的城市数量明显低于中、东部地区。1840 － 1871

年间的普鲁士有 560 座城市，其中中部地区拥有 278 座城市，东部地区有城市 179 座，位于普鲁士西

部地区的威斯特发仑与莱因则仅有 103 座。⑥

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西部潜在的自然资源优势与良好的区位也转化为经

济发展强大的动力，西部地区的城市化也进入了持续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德意志帝国时期西部城市

在借助新技术革命、独特资源与区位优势等多重因素的基础上强势崛起，并呈现出鲜明的发展特色。
首先，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增长幅度明显高于中部地区。衡量城市化增长幅度的指标主要包括城市

化率、城市人口密度、人口密度、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等指标。1871 － 1910 年间西部地区的城市化

率从 34. 2%增加到 50. 7%，西部地区城市人口密度从每平方千米 7594 人飙升至 23 596 人，人口密度

也从每平方千米 84 人上升至 234 人，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 2. 94%。同期，中部地区的城市化率

从 1871 年的 37%增加到 1910 年的 50. 7%，城市人口密度从每平方千米 7607 人飙升至 16 160 人，人

口密度从每平方千米 53 人上升到 119 人，人口年均增长率也从 1. 34% 增加到 2. 04%。⑦ 从以上数据

中可以看出，西部城市无论是在城市人口密度还是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方面都明显快于中部城市。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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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到 1910 年，全国人口超过 10 万人的大城市有 48 个，其中西部大约有 14 个。① 1910 年西部城市人

口为 742. 38 万，其在全国城市人口比重已从 1871 的 11. 9%增加到了 1910 的 19. 04%，② 增长幅度位

列全国之首。另外，从德国各地区城市人口增长的结构来看，1871 － 1910 年间的西部地区有 59 个城

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超过 2. 4%，而中部地区仅有 31 个城市。同期，西部仅有 10 个城市的人口处于

负增长，中部地区则高达 121 个城市。③

其次，西部原有城市实现了由传统产业向现代机器大工业的产业转型，同时也带动了一批新兴工

业城市的崛起。城市就业结构的变化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以各城市就业结构变化

为例，素有德国纺织业名城之称的巴门、克雷菲尔德与埃尔伯菲尔德 1882 年仅有 35% 的劳动力从事

纺织工业及其相关产业，到 1895 年这一比例超过 60% ; 同期德国著名的工业城市多特蒙德、波鸿、
萨尔布吕肯从事煤钢以及机械制造业的劳动力比重则从 32% 上升到 40%。④ 与其他地区相比，西部

地区重型工业发达，主要的工业城市大约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从事工业与矿业。据统计，1895 年东

部城市第二产业的平均就业比重为 29. 8%，到 1907 年增加到 35. 5%，增长幅度为 4. 7 个百分点。同

期西部城市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则由 48. 6%增加到 1907 年的 57. 6%。⑤ 新兴城市的崛起也是这一时期

西部城市发展的一个亮点。作为鲁尔区最重要的矿业城市格尔森基辛，18 世纪中期还是由 7 个教区

合并形成的贸易小镇，到 1856 年赫伯那和沙姆克矿业公司在格尔森基辛成立，致使该城出现膨胀式

发展，人口陡增，在 1858 － 1885 年短短的 27 年间人口增长率高达 700%，⑥ 到 1910 年人口高达 169
513 人，成为超过 10 万人的大城市。⑦ 格尔森基辛人口飞速增长与煤炭产业强劲发展有直接联系。
1873 年格尔森基辛石煤产量仅有 7 万吨，而到 1904 年已达到 650 万吨，同期从业人数也呈现出强劲

增长态势，从不足 700 人已飙升至 25 000 人。⑧

再次，西部城市类型也朝着多样化的趋势发展。按照城市功能的不同，西部城市大体上可以划分

为三种类型: 其一、综合性城市。这类城市具有经济活动聚集能力强、人口集中程度高、城市基础建

设水平高、市场容量大等特点，往往发展成为西部地区的政治、文化与经济中心，如科隆、杜塞尔多

夫、科布伦茨等; 其二，工业城市。凭借资源优势形成的重工业城市，成为这一时期西部城市化的一

大特色，如多特蒙德、杜伊斯堡、波鸿等; 其三，卫星城。到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煤钢与制造业的

强劲发展带动了一批专业城镇。这些城镇一般分布在大城市周围，主要生产与大城市主导产业相关联

的产品，如埃森附近的阿尔滕多夫主要以其金属铸造业著称。
最后，这些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协调发展，进而形成了以综合

性城市与工业城市为中心、以各交通枢纽城市为纽带、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的城市体系。与此同时，

中部地区以柏林为中心的城市体系也初步形成。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交通状况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其他地区还难以形成具有内聚力、辐射力以及内部功能联系较强的城市体系。
总之，到 1910 年，德国西部城市已达 239 个，人口超过 10 万人的大城市 14 个。⑨ 作为德国城市

化发展最快的西部地区不仅其经济发展呈现出了强劲发展态势，也成为促进德国经济强势崛起的重要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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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部城市发展的历史动因

西部城市的强劲崛起并非无源之水，它是 19 世纪中期以来德国工业化的纵深发展、大规模的铁

路建设、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工业化的纵深发展是推动西部城市崛起的根本动力。西部地区是德国最早进行工业化的地区之

一，早在 18 世纪 80 年代，杜塞尔多夫的拉廷根建立起第一座现代化机器纺织厂。19 世纪三四十年

代西部的克雷菲尔德、亚琛、巴门等城市的纺织工业蓬勃发展，为经济起飞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进入 50 年代以来，德国工业化发展的重心也实现了从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向以铁路为主的重工

业转变。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对德国工业的快速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铁路建设对钢铁产生了的巨大

市场需求，进而在西部地区掀起了一个创办股份制矿业和冶金业公司的热潮，带动了钢铁产业快速发

展。据统计，在 1851 － 1871 年间，多特蒙德地区的生铁产量增加了 35 倍以上，达到 421 000 吨，几

乎是 19 世纪中期德国生铁总产量的两倍。到 1871 年，多特蒙德和波恩地区 ( 后者包括位于威斯特伐

里亚南部的企业) 合计生产了普鲁士铁产量的 2 /3 以上，占整个德意志帝国铁产量的 5 /8。① 大规模

的铁路建设无疑对钢铁产业产生了巨大市场需求。据统计，1840 － 1844 年间德国铁路建设消耗的钢

铁量约占德国钢铁总产的 21. 4%，到 1855 － 1859 年间这一比例上升到 29. 6%。同期，美国铁路建设

消耗的钢铁量仅为 3. 6%和 18. 9%。② 除此之外，技术进步也是促进西部钢铁产业快速发展又一重要

原因。用燃煤取代木炭的炼铁法成为这一时期德国钢铁产业的重要技术创新。1849 年，鲁尔地区首

次生产出吹焦生铁，1850 年它占全部铁产量的 37%，到 1863 年这一比例升至 98. 7%。③ 钢铁产业的

快速发展带动了煤炭产业、金属加工业和机械业的发展，西部莱因的小五金产业诸如螺丝刀、螺母、
刀具、锁具以及类似产品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1871 年以来，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展开，西部地区的工业不断向纵

深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煤炭与钢铁等传统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
西部地区煤炭与钢铁产业的产能快速提升，并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综合高效化发展。以生铁为

例，1878 － 1879 年，鲁尔地区 5 家最大生铁公司的铁产量就占总产量的 67. 2%。④ 1879 － 1913 年间

每座高炉产量增幅高达 296. 8%，人均产量提高了 2 倍。在钢铁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同时，大型矿井逐

渐成为煤炭开采中的主角。1870 年鲁尔地区石煤产业尚有矿井 215 个，到 1913 年减少到 173 个，同

期从业人数从 50 744 人增加到 444 406 人。⑤ 毋庸置疑的是，西部地区煤钢等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并不

应该掩盖以电力、化学等为主的新兴战略产业增长的光芒。西部地区最大的电力生产商是莱莱—威斯

特伐利亚电气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1900 年，其供电网在莱茵河谷地纵横交错，从科布伦茨一直延伸

到荷兰边界; 该公司的发电量也从 1900 － 1901 年的 270 万千瓦跃升到 1910 － 1911 年的 12 170 万千

瓦。⑥ 西部地区科隆、亚琛、巴门、杜伊斯堡等城市的化学工业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德国著名

化学公司———拜耳的崛起就是西部地区化学产业发展的缩影。它于 1863 年在科乌珀塔尔成立，当时

仅有 8 名工人，到 1914 年已经成为拥有 7900 人，经营范围涉及颜料、药品、摄影胶片等产品的行业

巨头。
这一时期西部工业化的纵深发展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 其一，以电力、钢铁、内燃机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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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悄然兴起，国内掀起了一股史无前例的 “科技发明浪潮”，各种前沿实用科技的发

明层出不穷，使世纪之交的德国成为 “科学上的先导国家”。① 政府授予发明专利的数量也急剧攀升，

1880 年仅有 3887 项，到 1910 年已上升至 12 100 项。② 在这些新型的实用科技发明中，先进炼钢与采

煤技术、电气技术、化学生产的新工艺对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其二、德意志帝

国的建立不仅统一货币、度量衡，也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为工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其三，德国特殊融资制度也成为现代大工业快速发展的制度保障。全能银行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
发展银行和投资信托等功能于一身，不仅为工业企业开展长期信贷以及工业股票的发售提供融资，而

且也与大型工业企业相互渗透形成联合股份公司。据统计，1886 － 1895 年间，组建了 1696 家联合股

份公司，其资本金总额为 16. 86 亿马克; 到 1906 － 1913 年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 1467 家与 20. 87 亿

马克。③

西部地区工业化的纵深发展不仅促进了企业规模扩大，而且还使企业朝着专业化的趋势发展。在

市场调节与投资效益双重作用的推动下，各企业依据自身发展需求，往往向能源、市场、交通便利的

地区集聚。于是，随着众多同类产业及其相互关联紧密的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具有鲜明发展特色的

专业化城市应运而生了。依据城市主导产业不同，西部城市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受资源要

素禀赋差异的影响，各个城市突出自己的比较优势，形成一批资源型城市。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地处鲁

尔地区埃姆斯河和利珀河之间的煤田兴起了一大批专门从事煤炭生产、冶炼加工以及制造业的重工业

城市。在这些资源城市中，格尔森基辛以巨型钢铁企业闻名于世，多特蒙德以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

大著称，波鸿则以矿山机械产业见长。除了以上的重工业城市外，也涌现出一批轻工业城市譬如科隆

附近的勒沃库森发展成为闻名遐迩的化学城。巴门、亚琛、克雷菲尔德等城市则出现了纺织业、印染

以及服装业的产业集聚; 第二，利用当地农、牧业发展优势形成农产品加工专业化城市。地处杜塞尔

多夫行政专区的昂格蒙德是以农产品加工与农牧产品贸易为主的城市，索林根则依靠当地葡萄种植业

发展酿酒产业; 第三，利用特殊区位优势形成的交通枢纽的专业城市。西部地区河流众多，水运发

达，运河城市成为西部别具一格的专业城市。19 世纪后期，德国西部地区出现了第二次开凿运河的

热潮，杜伊斯堡因地处鲁尔河注入莱茵河处，区位优势明显增强。1905 年建成的杜伊斯堡—鲁尔地

区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内河港，也是鲁尔地区煤、铁矿石、石油、建筑材料、谷物等货物运输的

重要水上通道，转运货物量已达 1560 万吨。④ 在以重化工业为主导产业的西部地区，运输任务繁重，

因此在某些特定区域因具有发展交通运输业的便利从而产生了以运输为主的城市。埃森因位居欧洲东

西和南北交通要冲，1842 年开通了铁路，与原有的运河连成发达的交通网络。随着鲁尔煤田的开发

和铁路的修筑，埃森一跃成为德国西部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城市。到 1885 年，该城市的铁路营运里

程已达 1224. 79 公里。⑤ 埃森主要承担鲁尔地区繁重运输任务，也因此获得快速发展的机遇，人口从

1875 年的 5. 4 万增加到 1910 年的 29. 4 万。⑥

这些专业化城市并不是孤立地发展，而是基于一定的产业关联，形成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协作

产业链。具体言之，埃森、多特蒙德、波鸿依靠鲁尔地区丰富的煤炭资源与阿尔萨斯、洛林的铁矿资

源形成庞大的钢铁生产中心; 在多特蒙德周边兴起一大批专业生产镇，这些城镇以钢铁为原料从事金

属加工，主要生产钢管、钢材、钢板等中间产品; 在此基础上，这些中间产品通过便利的莱茵河水运

和发达铁路运输网络，进入科隆、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等地机器制造厂，生产出矿山机械、电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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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纺织机、铸件、轧钢机等产品。这些专业化城市既是德国乃至世界著名煤钢机器制造业的中心，

也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
当然，西部地区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是简单的 “协作”关系，而是充满了激烈的市场竞

争，从而也涌现出一批闻名海内外的跨国企业诸如克虏伯、拜耳、格尔森吉尔欣矿山股份公司等企

业，这些企业也成为西部城市最好的名片。
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是推动西部地区城市发展的重要原因。19 世纪后半叶覆盖西部地区的铁路

网初步完成，这不仅加强了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也为该地区城市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52
年西部莱因、威斯特发仑地区铁路的营运里程为 684. 6 公里，到 1883 年已增加到 5034. 18 公里。① 在

铁路里程增长的同时，铁路运输效率也有大幅度的提高。1885 － 1911 年间，铁路每公里运载乘客增

加了 277%，每公里的货物运输增长了 125%。② 铁路运输效率的提高推动了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促

进了城市体系的形成与发展。随着德国南北铁路的全线贯通，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近 1500 公里铁

路已将鲁尔地区与北部不来梅、汉堡港口、西南部的萨尔地区连接起来。西部城市通过铁路运输不仅

能够获得萨尔地区的丰富铁矿石资源，也能够源源不断地将工业产品出口到海外市场。大规模的铁路

建设还带动了钢铁、机器制造业的快速发展。
19 世纪德国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西部城市强劲发展的重要前提，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得益于生产

技术的进步。生产技术的进步主要是通过化学肥料的使用、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新型农作物的推

广与农产品的加工等方式来实现的。由于使用了农业机械，采用新的农业科学技术，大大减少了农业

所需的人口，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由此产生的剩余劳动力成为工业劳动力的后备军和城市人口增

长的源泉。据统计，1850 － 1913 年间，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领域的就业人数在全国从业人员中占的

比重由 55%降至 35% ; 同期，在工业领域的就业人员由 25% 上升到 38%。③ 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

的转移促进了西部地区城市流动人口持续增长。1882 － 1907 年间，莱因地区流入人口的比例由 6. 4%
增加到 11. 6%，威斯特发仑地区则从 9. 2%上升到 17. 8%。到 1907 年，在莱茵地区的大城市中，流

入人口比例高达 46. 7%，威斯特发仑地区更是高达 59. 9%。④ 涌入西部城市的外来移民不仅成为一支

强大的劳动力后备军，也使城市的消费市场进一步扩大，从而为西部城市崛起注入了持久动力。
总之，西部城市的崛起不仅得益于工业化水平的持续提升、大规模铁路建设的快速展开与农业生

产率稳步提高，而且也是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交通运输、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区位优势等社

会、经济、自然诸多因素共同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作用的结果。

三、西部城市崛起的历史影响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国西部地区的城市人口开始超过农村人口，率先实现了城市化，城市在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已初步确立。西部城市以第二次产业革命为契机，汇集了该地区科技、产

业、金融、贸易等方面雄厚的实力，对于带动煤钢、化学、电力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升级与技术转

移，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西部城市的崛起使该地区城市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推动了德国经济的强劲发展。这种作用

集中表现在: 19 世纪最后三十年，以西部城市为依托，形成了日益紧密的城市体系与相对独立的重

工业区，促进了德国工业化向纵深发展。这个重工业区由科隆、杜塞尔多夫、波恩、波鸿、多特蒙

德、杜伊斯堡、埃森、格尔森基辛、哈根、哈姆、黑尔讷、鲁尔河畔的米尔海姆、奥伯豪森等城市构

成。该工业区的产业结构主要以煤钢、机械制造、化工产业为主，它不仅是德国主要的工业中心，也

是欧洲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到 20 世纪初，它的煤产量占德国的 80% －90%，钢产量已占 65%，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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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值占 60%左右。①

莱因鲁尔工业区的形成，主要得益于西部城市体系内各类城市的专业化分工与整体协作，从而推

动了工业化向纵深发展。首先，在城市体系内，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而形成产

业链，既能发挥城市的专业化生产优势，又能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从而使当地经济得到了合理开

发。鲁尔区的煤矿众多，开采出的煤适合于炼焦，再加上离铁矿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比较近，鲁尔

丰富的煤与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铁矿相结合，奠定了德国鲁尔区钢铁工业生产的基础。19 世纪早期，

在这里出现了很有影响的钢铁康采恩———蒂森公司和鲁尔煤矿公司。德意志帝国时期，鲁尔地区形成

采煤—炼化—发电—炼铁炼钢—钢铁加工—机器制造的产业集聚。除此之外，采煤—炼焦—焦化工业

也是鲁尔地区重要的产业链。鲁尔区生产的铁 80%在本地炼钢，70% 在本地区加工成铸件或者轧材，

70%的钢材销售到方圆 100 千米范围的地区。② 这一时期鲁尔区 40%的煤在本地区炼焦，生产焦炭和

焦炭副产品，每一种副产品又形成一个产业链。其次，西部地区的重工业实行产业纵向一体化政策，

从自然资源的开发、原材料的攫取、中间产品的加工、直到成品的最终完成都在一个企业内。它不仅

能够减少中间产品的远距离运输、降低生产成本，也能够缩短生产周期，提高生产效率。以采矿业的

发展为例，从煤炭与铁矿石的采掘，到生铁与钢材的生产，再到金属加工的多道工序，甚至时常还要

再延伸到重工机械的制造等等，都整合到一家企业内进行。在此基础上，这些企业的生产活动还可能

会包括对这些生产过程的副产品进行利用。19 世纪 80 年代，位于奥伯豪森的工厂古特霍夫农格许特

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过程生产企业。在这个企业内部，不仅包含着从铁矿采掘到重工机械再到企业

的配售网络等不同的“生产阶段”，而且企业实施产品的多元化战略，在生产煤炭的同时，积极开发

化学产品。
第二，西部城市的崛起，也引起了德国经济重心西移。这突出地反映在西部地区的国民收入与第

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所占比重持续上升，中东部地区则相对下降。在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方面，1882 －
1895 年间，西部在全国所占就业比重上升 6. 3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则分别下降了 1. 3 个

百分点与 16. 7 个百分点。③ 在国民收入方面，1870 － 1913 年间，西部在全国所占百分比上升了 9. 7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则分别下降了 3. 1%、15. 8%。④ 随着西部重工业地位的稳步上升与

中部地区的相对下降，德国工业经济的重心逐步西移。到 20 世纪初期，“富有生机与活力的鲁尔区

已发展成为德国乃至欧洲首屈一指的重工业区”。⑤

第三，西部城市的崛起客观上也带动了西北部港口城市快速发展。随着西部地区工矿业的蓬勃发

展以及西部工业化地区与西北部港口之间的铁路线和运河的相继开通，汉堡、不来梅等港口城市也迎

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不仅促进了货物周转量持续扩大、进出口贸易的急剧增

长，也带动了汉堡、不来梅等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一时期船坞、仓库、船只修理和制造、船载物

品的加工等一批工厂的新建以及港口服务业的扩大，都加快了汉堡、不来梅的飞速发展。1875 年，

汉堡与不来梅的人口仅为 26. 4 万和 10. 2 万，到 1910 年分别增加到 93. 1 万和 21. 7 万。⑥ 在西部地区

工业化的强劲推动下，不来梅逐渐发展成为鲁尔地区的工业品出口到北美市场的重要中转站，汉堡则

是西部地区生产原料的重要转运中心。
第四，西部城市的崛起，不仅预示着德国城市由传统的文化、政治与商业中心功能向生产功能的

历史性转变，也预示着德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调整的历史趋势。德意志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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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期就业结构的变迁与三大产业社会产值的变化就是对国民经济主导产业调整最好的诠释。以德国

三大产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变化为例，1871 － 1913 年间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从 50. 9% 下降到 35. 1%，

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则从 27. 6%上升到 37. 9%。① 1904 － 1905 年，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首次超过

第一产业。与此同时，三大产业的价值创造也呈现出较大的调整。1871 年农业创造价值为 57. 38 亿

马克 ( 以 1913 年价格计算) ，到 1913 年增加到了 112. 7 亿马克，年均增长率为 1. 55%。同期第二产

业创造的价值由 39. 97 亿马克增加到 218. 05 亿马克，年均增长率为 3. 91%。第一、第二产业产值在

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由 1871 年的 40. 5% 和 28% 分别调整为 1913 年的 23. 2% 和 45%。② 此时，德

国已经确立了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结构。
总之，西部城市的强势崛起不仅使鲁尔城市群初现端倪，整体上提升了德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

而且也助推了德国工业化的纵深发展，深刻地改变了德国经济版图，使西部地区成为德国最具增长潜

力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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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and Its Influences of Cities in Western Germany during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XU Ji － cheng

(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ShanXi Normal University，Linfen，Shanxi，041004，China)

Abstract: Industrialization is critical in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Rhine and Westphalia． During this
period，the cities in Western Germany developed rapidly，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ed increasingly，the
urban system improved gradually and the type of city began to diversify． The rise of Western cities benefited
from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large － scale railway construction and the enhancement of agri-
cutural productivity on the one hand，it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depth，promoted the
western movement of economic center and led to the rapid growth of port cities in Northwest on the other hand．
Key words: Germany; Western cities;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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