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德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表现
与英国、美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德国

工业化起步较晚。英法美等国在大规模开展第一次
工业革命时， 德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刚刚起步。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德国实现了统一。 统一后
的德国政治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工业化的发展更加
迅速。 首先，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德国工业产量的增
长。 从 1867 年至 1914 年，德国工业总量增长了 8
倍，法国增长了 3 倍，英国仅增长了 2 倍。 一般来
讲， 工业化时期国家的发展取决于工业的生产能
力， 一般以钢铁产量为指标。 德国的钢铁产量从
1871年的 20万吨增长到 1913年的 1790万吨。 在
此期间，英国为 3万吨和 74 万吨，法国仅为 1 万吨
和 46万吨， 德国钢铁产量都超过了英法两国的总
和。 在 1913年，德国的工业生产总量仅次于美国，
位居世界第二。 其次，经济的迅速发展打破了工农
业之间的平衡,推动了各行业比重的变化。 从 1849
年至 1871年，德国的主导产业仍然是以农业为主。
到 19 世纪 80 年代， 农业产值占到了经济总量的
40%以上，工业占了 35%以上，商业和服务行业所
占比例仍然保持在 30%左右。 在这期间，以农业为
主的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从 829.8 万增长到了
854.1 万人， 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从 349.1 万上升
到了 501.7 万人。 第三产业增长速度也很快。 从
1871 年到 1910 年， 农业从业人数得到了增长，而
同期的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却从 501.7 万增长到了
1172万人。 服务行业的就业人数也在不断增长（见

表 1、表 2）。

通过对上表分析可知， 在 1849 年至 1871 年
间，第一产业人口比重占就业总数比重由 56%下降
到 49%， 工业人口比重从 23.6%增长到了 28.9%，
商业、 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人口比重大也有增长。
德国统一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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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意志帝国时期政治的统一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在两次科技革命推动下，德国从一个农
业主导型国家发展为了一个工业主导型国家，这不仅促进了德国工商业经济的迅猛发展，而且也对德国社
会和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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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农、林、

渔

采矿、

制盐

工业、手

工业

商业、银行业、

保险、旅馆
交通

1849 8298 95 3396 720 147

1852 8293 114 3649 757 158

1855 8195 157 3709 773 168

1858 8235 183 3938 783 204

1861 8253 174 4187 823 230

1867 8333 225 4155 879 271

1871 8541 255 4762 1359 1359

表 1 1849-1871 年德国各行业的就业人数（千人）

年份
农、林、

渔

采矿、

制盐

工业、

手工业

商业、银行业、

保险、旅馆
交通

1871 8541 225 4762 1088 271

1881 9606 309 5492 1350 406

1891 9551 418 7343 1733 590

1901 9825 617 8784 2423 794

1911 10627 827 10550 3292 1077

1913 10701 863 10857 3474 1174

表 2 1871-1913 年德国各行业的就业人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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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各行业的就业人数也发生了变化。 从 1871 年
到 1910 年， 第一产业人口比重由 50.9%下降到
35.1%， 而同期的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 27.6%增加
到 37.9%。 在 1904 年到 1905 年间，德国的第二产
业就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 所以在这一时期，
德国的产业结构实现了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
转变。到 20世纪初，德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以工业为
主导的资本主义强国。 第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对
外投资和贸易。 据统计，在 1880 年，德国出口额仅
为 23亿马克，到了 1913 年出口额就上升到 100 亿
马克。 在 1880年至 1913年间，德国进出口额的增
加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的增长又推动德国
资本向海外投资。在 19世纪后半期，德国经济实力
和国际竞争力得到了极大提高，寻求外部市场已成
为一种大趋势。 这种大趋势不仅推动了德国“世界
政策”的实施，也推动了国内工业垄断集团在海外
的投资。 德国不仅开始大批出口高端产品，而且成
为了外国投资的主要参与者。 据统计，1883年德国
对外投资额仅为 50 亿马克，1893 年增长到了 100
亿-130 亿马克，1905 年扩大到了 150 亿-180 亿马
克，1914年猛增为 220亿-250马克。到 20世纪初，
德国已经成为了仅次于英国和法国的第三大资本
输出国。

二、德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在政治经济方面，普鲁士对德国其它地区有着

持久的影响力。 因此，普鲁士就掌握了反对奥地利
的主动权。 同时，普鲁士还同一些德意志小邦建立
了关税同盟，这不仅为德国的政治统一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而且还为其在中欧地区的贸易和工业的迅
速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农业方面，19世纪前中期的
普鲁士最先在农业部门开始推行工业化生产。后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 在工业领域也推行工业化生产，
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发展走向了衰落。 与此相反，
农业的发展采用休耕技术替代庄稼轮作，用化学肥
料施肥，用蒸汽设备代替农场牲畜并持续扩大了对
脱粒机 （从 1882 年的 26.8 万台增长到了 1907 年
的 94.7 万台）和操作手的的需求，蒸汽脱粒机操作
手从 7.55万人增长到了 4.89万人。自然资源方面，
普鲁士有着巨大的优势。根据 1815年签订的《维也
纳条约》，莱茵兰被划分给了普鲁士，所以德国能够
利用莱茵地区巨大的煤铁储备，并先后建立了埃森
和克虏伯等一批钢铁和军工企业。在哈雷附近区域
的地层中蕴藏着丰富的钾盐，凭借钾盐储备德国建
立了许多化学企业，其中就包括拜耳公司。

德国在教育和科研方面注重与生产实践的结

合，重视发明创造。 德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
发展机遇，利用其建立的内燃机、电力、化学等技术
优势，加快了德国工业化的发展步伐。在世纪之交，
德国已具备欧洲最先进科研水平。 在 1900 年，有
6449 项专利申请， 这表明了德国有着强大的创新
能力，而着正是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同时，国家在科
学技术领域的投资和对教育的大力投入也推动了
专利的发明。在 1870—1914 年间，国家在这些领域
的支出就增长了 10 倍， 创办了许多大学和技术学
院。 1913 年，这些技术学院所培养的工程专业的毕
业生比英国大学的毕业生总和都多。这些学生在毕
业后都走进了工业企业、研究机构和研发部门。 与
此同时，德国科学家们时刻关注着大西洋彼岸美国
的发展，并注重学习创新美国的发展理念和生产方
法。 这使得德国工业企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特别
是以西门子公司为代表的一些电子科技公司，取得
的成就更为突出。 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德国通用
电气公司和西门子集团在该行业处于主导地位。

德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银行业基础，使德
国的研究和技术发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银
行和工业化有着密切地联系。例如，德意志银行、德
国商业银行和德累斯顿银行都与西门子公司和德
国通用电气公司保持着密切地联系。这些联系是这
些企业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极大地增强了它
们的发展后劲。 因此，德国银行业也是刺激德国经
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德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采取卡
特尔形式的垄断组织。 这种高度集中、高度垄断的
组织结构对企业间的合作和共赢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 为了解决生产与销售市场之间的矛盾，德国的
一些大型企业普遍采取了卡特尔这一形式。卡特尔
数量在 1878 年只有 8 个，到 1887 年增加到 70 个。
卡特尔在抵御这一时期的经济危机中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 在 1895 年后，随着经济的重新增长，卡特
尔的数量也不断增加，1905 年达到了 366 个，1911
年猛增到 550-600 个。这样的结构能够确保受过训
练的劳动力得到有效利用。 德国的人口总数从
1871 年的 4100 万达到了 1911 年的 6500 万。 迅速
增长的人口数量能够满足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所
以每个最先进的企业都是依靠准军事化的管理方
式来管理自己的企业。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要高于
农村，同时乡村人口也向城市大规模迁移。 这保证
了公司对工人的需要。卡特尔体系的发展积极地阻
止了公司间的竞争， 有利于工人工资的稳定和提
高。在科研机构、政府财政和卡特尔的推动下，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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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迅速地在欧洲取得了领导地位。
三、德国经济的发展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
首先，工业化进程必然会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

化， 这种变化在 1871—1914 年间主要经历了三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人阶层的迅速扩大以及随着
人口的日益增长工人不断向城市集聚；第二个阶段
是态度强硬的社会精英反对上层社会人员的流动；
第三个阶段是中产阶层不满情绪的日益增长以及
强力推动的工人阶层和顽强抵抗的社会上层之间
的斗争。因此，工业化的发展有来下层社会、上层社
会和分裂的中间阶层等不同动力的推动。人口规模
从 1871年的 4100万增长到了 1911 年的 6500 万，
对人口增长贡献最大的是无产阶级。工业化的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职业的稳定性，同时也加大了
对公共卫生的需求，这两个因素间接地减少了婴儿
的死亡率。但是工业化对人口的分布造成了巨大的
影响。 据估计在 1907年大约有 40%的德国人都进
行了区域间的迁移，主要是农村向城镇的迁移。 同
时，柏林、科隆、埃森和多特蒙德等地的人口迅速增
长。

第二， 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
1871 年， 在农业和工业领域就业人口分别占了总
人口的 41%和 31%，到了 1907 年，分别上升到了
35%和 40%。造成人员流动的原因主要是城市对人
口的吸引力以及更高的工资，因此，劳动力日益集
中在了像鲁尔地区这样的工业区中。劳动力的壮大
刺激了工会运动、基层民众组织和来自社会民主党
内的施压集团的发展。这些团体和组织的不断发展
和壮大，也更加敢于表达他们的不满和诉求。因此，
抵制这些团体也就成为了德国精英集团的当务之
急。

第三，处于工人阶层和社会精英之间的中产阶
层的不满情绪也在不断增长，来自扩张的工人阶层
的压力要小于中产阶层，来自资本家和容克贵族的
压力要比中产阶层大。下层中产阶级主要是由小商
店老板、工匠和农业地主组成，他们既要保持他们
的阶级身份， 又要应对来自下层无产阶级的压力。
职业的中产阶层主要是由政府雇员、律师和企业技
术顾问组成，他们所担心的是上层人员的流动可能
会受到来自新精英阶层的阻碍。形成这个社会差异
的原因包括：首先，政治精英通过支持积极的对外
和殖民政策应对来自德国社会的压力。尽管在俾斯

麦时期推行的政策还较为保守，但是在德皇威廉二
世即位后表现得却十分明显———通过爱国主义把
底层人民的注意力集中于民族主义上，而非通过国
际主义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主义上。无论是
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还是中产阶级的自由派改
革集团，都是要把社会底层人民转向右翼阵营来反
对左翼的诱惑。结果导致工人阶级逐渐分裂成倾向
于改革的一派和准备适应这个政治体系以及在这
个体系中寻求改革的一派。社会民主党内分裂出了
革命派和改革派，因此党内的矛盾更加凸显。 在一
战时社会民主党内部的革命派和改革派的矛盾较
为突出， 战后左翼断绝了与斯巴达克斯同盟的关
系，左翼成员成为了共产主义者或德国共产党。 与
此同时，一些中产阶层也发生了分裂。

总之，德国的经济增长受到了来自社会各个方
面的影响。 工人阶层的规模得到了迅速扩张，而精
英集团则尽最大可能去限制工人阶层的扩张，在这
两个阶层之间是中产阶层对现状的不满和斗争。整
体的发展趋势是社会结构不断整合，工人阶层与中
产阶层发生分裂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员的自由流动。
国家政治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社会精英们抛弃了
俾斯麦时期的既定政策并逐渐走上对外扩张之路。
在一些社会团体中，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的关系也
发生了破裂， 这些组织也朝着极端的政治方向发
展。这些因素成为了工业化时期德国经济发展的不
稳定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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