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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国世界上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随着近代工业化的开展，德国构建了密布的铁路网络和建立了

发达的内河航运业。同时，农村地区相继进行了农业革命和农业的现代化。德国完成了民族统一，并建立了现代社会保

险制度，为城市的发展消除了许多障碍。在这些因素综合推动下，近代德国城市化迅速发展，在1910年德国基本实现了

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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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德国起步虽晚于法、

美等国，但城市化发展十分迅速。1871年德国城

市人口为1479万，占总人口的36．1％，1910年，

城市总人口已达3897．1万，占总人口的60％，基

本实现了城市化，而美国和法国分别到1920年和

1931年才基本实现城市化。一个国家的城市化

发展受到社会、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

约。本文拟从近代德国工业的发展、交通运输业

的完善、农业革命和农业的发展以及政府的作用

等方面综合探讨德国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原因。

一、工业化的发展是德国快速城市化的直接

推力

工业化是推动近代城市发展的一个主要动

力⋯。一个国家城市化发展水平取决于其工业

化进程。
4

德国工业革命开展较晚，城市化起步也就较

迟。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尚处于工业革命的

准备阶段。这期间，德国工场手工业得到广泛的

发展。萨克森和西里西亚新兴的棉纺织业和传统

的麻纺织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棉纺织业最先

采用机器，1814年萨克森已有机织纺锭28万枚。

莱茵河西岸采矿、冶金和金属加工工业逐渐成为

主导性产业。1811年，弗里德里希·克虏伯在莱

茵地区的埃森建立铸铁厂。1819年，弗里德里

希·哈尔科特在鲁尔区建立矿山机械厂，后发展

为德意志最早的蒸汽锅炉制造中心。1826年，卡

尔·戈特利布·豪格尔德开始在开姆尼茨设厂制

造纺纱机和蒸汽机。19世纪初，查尔斯·科克里

尔和詹姆士·科克里尔两兄弟在亚琛创办机械制

造学校和纺织厂，1815年他们又在柏林办厂发展

纺织机械。这些地区是德国最早的一批工业城

市，与德国自然地理和资源的分布有密切关系，而

且人口规模不大。

从19世纪30年代起，德意志关税同盟建立，

国内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工业发展开始进入

“起飞”阶段，由手工工场向现代化厂转变。伴随

着工业革命的号角，德国城市化也开始起步，城市

类型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从1834至1838年，萨克森建立了大约45家

大纺纱厂。波希米亚、西里西亚、维也纳和柏林的

棉纺织业增长很快。随着新技术的引用，煤铁资

源蕴藏量丰富的莱茵河西岸鲁尔区和萨尔区成为

采煤和冶金业中心。萨克森、汉诺威和拿骚逐步

形成集中的煤铁产地。鲁尔重工业中心附近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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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如埃森、波鸿、多特蒙德、杜伊斯偎由于钢铁企

业吸引了劳动大军，1830一1860年问周围的农民

集中迁入莱茵河和鲁尔河地区‘“。上西里西亚

和萨尔河煤田和莱比锡、开姆尼茨、杜塞尔多夫城

市得到了快速发展∞1。埃森地区由于克虏伯联

合企业的存在发展，被称为“克虏伯城”。在克虏

伯引进转炉炼钢法和平炉炼钢法后，埃森的钢铁

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成为闻名世界的钢铁城市。成

群的村庄演变成分散的城市，如盖尔森基兴、华登

舒特和卡斯特罗普。而且，随着重工业的发展，德

国迅速崛起了一批工矿业城市群，像鲁尔区的亚

琛、多特蒙德、埃森、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以及

阿尔萨斯一洛林地区的斯特拉斯堡、牟罗兹等，利

用资源优势和河运之便发展为新的工矿业中心城

市群的。

德国城市化发展真正驶入快车道是在19世

纪下半叶工业革命时期HJ，尤其是在帝国统一

后，德国的城市化发生了更为显著的变化。城市

急剧增多，规模扩大。如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化

进程加速，莱比锡发展为重要的工业城市”J。而

且，德国电气工业的迅速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化

有密切关系。19世纪80年代，以维尔纳·西门

子和艾米尔·拉特瑙等为代表的德国企业家，率

先开始了电气工业发展，改善了工业动力分布不

均的状况，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在第一次工业革

命中，德国中、南部地区由于缺乏煤矿资源，蒸汽

动力不足，丰富的水力资源使他们能够利用水能

发电。1891年，慕尼黑人奥斯卡·冯·米勒在法

兰克福世界电气博览会上宣布：他与多里沃合作

架设的179公里长的输电线，可把225千瓦的电

流在3万伏的电压下从内卡河畔的劳芬送到法兰

克福。1902年，德国城市电车线路的总长度为欧

洲的一半，电气火车和地下铁道迅速发展。1891

年，德国还只有35个地方可供电力，1913年已有

17500个地方通了电，约有一半的德国居民用上

了电。电气工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膨胀

和增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地区经济

增长迅速，人口规模不断增大。

帝国成立时德国的工业化已经蓬勃开始，然

而农业和农村仍占很大优势。德国总人口的2／3

还居住在农村地区，有600万人在从事农业和林

业的劳动。1871年时德国境内居住在农村地区

的人口占全德人口的40％，到1910年则已达

60％。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从事工、矿劳动的

职工人数达950万。经济重心从农业转移到工

业，国内人口出现大范围的流动。大城市的人口

增长得最快。大城市人口的比重从4．8％增长到

21．30％。在西里西亚、中部德国和西南德国，都

是由周围农村的人口涌入最邻近的工业城市。柏

林和鲁尔区的大部分城市几乎全是由普鲁士东部

5省的农民流人而发展起来的。1880年后，东部

德国的国内流动，主要是从东向西进入莱茵一威

斯特伐利亚工业地区。1871年时西里西亚还是

普鲁士人口最稠密的省份，到了1910年，莱茵省

则成了人口最稠密的省份。1871年时威斯特伐

利亚的人口还少于东普鲁士，但到了1910年人口

则是东普鲁士的两倍。

二、密布的铁路网络和发达的内河航运是推

动德国城市化的重要条件

铁路的修建和内河航运业的发展，是推动德

国工业化的重要基础。1835年，巴伐利亚首次建

成德国第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从纽伦堡至菲尔

特，全长6．1公里，标志着德国铁路运输时代的开

始。“铁路热”开始在全德兴起。1838年柏林至

波茨坦的铁路通车，1839年莱比锡至德累斯顿铁

路建成，1841年柏林与安哈尔特、1842年柏林与

什切青、1843年安特卫普到科隆的铁路相继通

车。1840年，莱比锡到马格德堡、慕尼黑到奥格

斯堡、法兰克福到美因茨、波恩到科隆、柏林到什

切青等铁路开通。到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德

国已经形成了柏林、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和纽

伦堡、德累斯顿等铁路交通中心，形成了4大铁路

交通网：北德和中德以柏林为中心，下莱茵区以科

隆为中心，莱茵一美因区以法兰克福为中心，巴伐

利亚以慕尼黑和纽伦堡为中心。同期德意志人口

出现了大增长，1816年到1850年大约增加50％，

1816年为2350万人，1855年为3456万人。从农

村迁往城市的人口明显增加，1800年城市人口超

过10万的只有3个即柏林、维也纳、汉堡。1850

年则有6个，其中4个为柏林、汉堡、布勒斯劳、慕

尼黑。德国统一后，铁路建设再掀高潮，国内人口

移动也更加频繁。成千上万的人从德国东部经铁

路来到鲁尔等德国西部地区，1880—1890年鲁尔

的许多小城镇发展为大城市油J。铁路的大规模

建设反过来刺激了钢铁、煤炭等工业的发展，从而

又带动城市规模的扩大。

德国河流密布，纵横交错，发展航运十分便

利。从19世纪20年代使用轮船以后，德国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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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航运f^分兴旺。加上运河开挖和河道扩建，内

河航运也很发达。1816年，不来梅建成第一艘蒸

汽动力船。1825年普鲁士莱茵汽船公司创立。

1829年，在鲁尔区开始建立造船厂，同年维也纳

也建立了第一家“多瑙河汽船公司”。1831年3

月，莱茵河所流经的各邦签订《莱茵河航运议定

书》，实行了航运自由。随着内河航运的发展，德

意志境内兴起一批内河港口城市，像汉堡、不来梅

港、基尔，莱茵河畔的科隆、杜塞尔多夫、美因兹，

支流上的法兰克福、斯图加特，多瑙河上的累根斯

堡等，既是水运码头，也是水陆交通枢纽。1845

年，杜伊斯堡制成第一艘德国轮船“希望”号。

1879年，杜伊斯堡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内河

港口，向西输出粮食和原料，向东输出煤和钢铁制

品，是国内水路网中心和最大的轮船制造业中心。

汉堡也形成了新的造船中心。海运方面，80年代

起，汉堡、不来梅两个港口扩建，不断开拓海外新

航线，1880年汉堡的轮船总吨位为9．9万吨，不

来梅为5．9万吨。1900年后，两个港口的轮船吨

位已分别增至74．6万吨和37．5万吨。

三、农业革命以及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德

国城市化的进程

乡村人口涌人城市，城市人口规模扩大的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德国进行了农业革命以及农业经

济取得了巨大发展。

1807年的施泰因一哈登堡改革在一定程度

上解放了农民。1821年，普鲁士政府颁布“义务

解除法”和“公有地分割法”，破坏了旧的传统土

地结构。通过1848年9月7日的法令和1850年

3月2日的“赎免法”，普鲁土农业开始从封建土

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到1848年，普

鲁士共有近29万户较富裕的世袭农民以现金或

租息，解除了封建义务，约7万余户贫农通过割地

解除了封建义务。1850年颁布《调整地主和农民

关系法》，实行封建赎买义务。容克地主和富农

从农民手中掠取了大量赎金和土地，改造成具有

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丧失土地的农民一部分沦

为雇工，一部分流人城市。1857年3月6日政府

颁布《宣告丧失权利法令》，规定1858年12月31

日后农民再无权申请赎买封建义务。至此，那些

长期无力赎买封建义务的小农和佃农，逐渐变为

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农业工人，农业生产者已经和

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历时半个世纪的农业改

革，对普鲁士的农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德意志其他地区也实行了农民赎买封

建义务的改革。在德意志两南部，巴登废除了农

奴制，1820年取消人身赋税，开始赎买劳役税，

1831年取消国家的劳役，1833年允许农民赎买地

主的封建劳役。19世纪30年代后，符腾堡、汉诺

威、萨克森和黑森选侯国均已开始进行全面改革。

巴伐利亚在19世纪初开始宣布解放农民，奥地利

在1848年9月7日宣布解放农民。到1848年革

命后，几乎在德国所有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完成了

对农民的解放。

农业改革是在全德范围内所进行的一场改变

封建生产关系的变革，实现了土地所有权、经营权

与劳动者的分离，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农业的发展

创造了条件。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可以自由离

开庄园，可以自由选择职业，构成了一支潜在的自

由劳动力大军。

资本主义化的容克贵族通过新的农业经营方

式、耕作制度以及新的科技手段，发展农业经济，

提高农业生产力。“改良的三圃制”和轮种制取

代了中世纪的三圃制。从1800至1850年，休耕

地在全部土地面积中所占比重从33％减少至

15％，增产谷物约1．2亿吨。到19世纪90年代，

随着德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家庭工业大量破产，几

乎一半的小农被剥夺。家庭工业转化为工厂生

产，农民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小地产转

化为领主的大农场。

在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上，德国农业开始了现

代化。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农业耕作技术、农业合

理管理以及农业机械化得以广泛实施，直接推动

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加速了农业经营中工业

化的进程。1870年至1880年十年是德国农田耕

作史上一个新的开端。1878年农业有效使用面

积达到最大限度，同时废除了休闲，过渡到特别集

约的耕作。1867至1881年问德国养羊业结束，

棉花代替亚麻，煤油、瓦斯、电气代替植物灯油，制

成人造黄油。德国农业生产的项目日益集中到谷

物和蔬菜方面。1879年对农业实行了保护关税

以抵抗大量谷物从东欧和美国涌入，1855年和

1887年又提高了关税。由于集约化、日益增长的

关税保护和国家援助，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农业

得到了蓬勃发展"J。整体农业生产增加到3至

3．5倍，每个劳动力的产量增加2至2．5倍，而人

口增长2．3倍。农业经济的发展，给德国工业化

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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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和充足的劳力。

这时期，农民迁移总趋势是从德国东、北部农

业区转移到中、西部工业区。19世纪70、80年

代，德国以近距离人口流动为主，农民的主要流向

是本省或邻邦的邻近城市，尤其是家乡附近的城

市。据估计，几乎每两个德国人中就有～个参与

近距离人口流动。到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

初德国农民大量破产，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性远

距离人口流动潮，从东部农业区浩浩荡荡流向西

部工业区，流向大城市。德国东、北部农业区向高

度工业化的西部鲁尔工业区的流动加快，鲁尔工

业区兴起了一批人口在20万以上的大工业城市。

四、国家统一的完成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为德国城市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德国政府在德国工业化和城市发展进程中通

过农业、社会政策的变革和其他一些制度的实施，

为德国城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斯泰因一

哈登贝格改革主张城市自治，废除农民封建义务

以及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

了条件。“普鲁士式道路”的胜利和农奴制的瓦

解，巨额“赎金”部分转化为工业资本，大批破产

农民转入工矿企业成为自由劳动力，容克农场扩

大经营，日益增长的需要为工业品开拓了销售市

场。在1869年城市废除行会制度，促进了大工厂

的兴起。德国统一后颁布《德意志帝国宪法》，规

定了人们可以自由迁移的权力。

德国统一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逐渐统一

货币和度量衡、法律，建立帝国银行，实行保护关

税政策，扩大交通事业，决定性地推动了工业革命

的胜利进军，为城市的发展消除了许多障碍。

187l—1910年是德国大城市急剧增多的时期喁1。

也开始了真正的人口流动大潮一J。1871年，德国

城市人口1479万，其中居住在10万人以上城市

的人数约为196万，居住在1万人以上城市的约

为315万，居住在2000人以上城镇的约为968

万：到19lO年，德国城市人口3897万，占总人口

的60％，相应居住的人数分别为1382万、868万

和l“7万。统一后的30多年间，城市人口增数

达2418万，大城市人的增加最为显著。

国家高速工业化、城市化、大规模国内人口流

动等使德国的社会财富迅猛增长，却也造就了一

个庞大、贫困、没有生活保障的工人阶级队伍一1。

据统计，到1907年，德国的就业工人群体已经达

1780万。工人阶级在生产、生活等方面都面临着

失业、工伤事故、疾病、衰老、住房条件恶劣等问

题。大量人口从农村流人城市，也造成城市住房

紧张，房租居高不下。工人们为摆脱困境，建立各

类工会组织，展开各种罢工斗争。社会民主党领

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工人之中的影响迅速扩大。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国家政权之间的矛

盾不断激化，最终迫使德国政府出台一系列社会

立法和社会政策来改善工人阶级的基本生活状

况。同时，工业化使国家财富的迅速增长，为实行

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经济基础。

1880年，俾斯麦开始着手计划国家社会政

策，推行“国家社会主义”¨0‘。1883年，帝国议会

通过德国第一项国家社会保障立法《疾病保险

法》，1884年和1889年分别通过《意外事故保险

法》和《老年及残废保险法》。这三项社会保险立

法奠定了现代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基础。

1894年，科隆首办失业保险，科隆市议会和

慈善家捐款设立失业保险局，专门保管基金和办

理失业保险事宜。这种做法迅速推广到各大城

市。帝国政府还颁布了有关的劳工保护立法。

1878年有关工商条例的补充条文规定了加强工

厂视察、监督劳动合同和徒工的使用、禁止妇女和

儿童从事有害健康的劳动等。帝国议会又相继通

过了“关于工商管理条例修正案”和“劳资纠纷法

庭法”等一系列劳工保护立法。

社会保险立法逐渐系统化，社会保险立法覆

盖全国所有工业人口。1907年，德国疾病保险会

社共23233所，被保险人数为1214万，约占全国

人口的19％。19lO年，被保险人数超过l 300

万，占总人口的2l％。德意志帝国政府还专门设

立了完备的社会保险管理和监督机构。

为解决工人的住房问题，德国政府从19世纪

90年代起开始大力进行工人住房的建设。据统

计，1901年以后，德国政府每年投入建造工人住

房的资金达400万—500万马克Ⅲ1。工人住房条

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19世纪80年代，德国开创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工业化带来的各种社会矛

盾，使社会相对稳定，加速了工业的发展步伐，为

城市稳定、持续、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德国在

19世纪90年代前曾有大量人口移居国外。但到

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

善和工业化带来的更多就业机会，向外移民明星

减少，到1912年，向外移民人数已经降到相当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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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外流人口的减少保证了德国工业经济的

劳动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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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1页)日，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这赋予

了中学爱国主义教育以新的时代内涵，也说明加

强中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迫在眉睫，维护国家主权

刻不容缓。希望从事中学德育工作的教育者，尽

职尽责，以此共勉，将爱国主义精神之火炬顺利地

传递给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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