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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德国经济发展的几个因素

陈晓律

(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08)

摘要：德国经济发展过程显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德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在于它根据自己的传统和国情进行了经济生产

方面的体制创新和基础理论方面的创新，所以能始终保持自己经济方面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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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德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并两次给世

界带来了战争的灾难。尽管德国发展模式在政治

方面的失败令人感到十分惋惜，但对德国人始终

能够在经济方面保持异乎寻常的活力，学者们普

遍持一种赞赏的态度。德国人在基础理论，重工
业，化学，精密仪器，以及军事武器制造方面的成

就，都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德国人为

什么能够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期内，无论在何种

体制下，都能始终保持自己的经济活力?笔者根

据自己的研究，分析了以下几个影响德国经济发

展的因素，或许能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一些有

用的素材。

以农业为依托的发展

工业化以前的德意志以农业为主，且处于分

裂状态——保持德意志的分裂一直是英法等大国
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而德意志的分裂的确对德

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坏的阻碍作用，但这种作用

在德国统一后便转化为推动工业化的巨大动力，
德国社会中所有要求工业化与都市化的力量迅速

地占领了德国的政治舞台。其资本投资率在

1850年前后估计只有5％，在1850—1860年间则

增长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70年代则为

12．5％。[1](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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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英国相比，德国没有因为工业的发展

而牺牲其农业。一旦如美国这样的国家其农产品
开始威胁德国农业的基础——谷物市场时，德国
政府便使用关税等方法对农业进行援助。虽然这

种保护是由予物价引起城市居民生活费用上涨才

使用的，但它却使德国的农业能够在迅速工业化

的时代从新的农业发展中获益，并能稳步地发展。

从德意志帝国建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

的谷物和马铃薯的产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产量的

增加部分来自耕地面积的增加，但主要还是其单

位面积产量提高的结果。根据统计，1878—1879

年间的产量与1901—1910年10年间的平均年产

量进行比较，平均每公顷小麦的产量从1．35吨提

高到1．86吨，黑麦从1．06吨提高到1．63吨，土豆

从7．11吨提高到13．51吨。[2](P20一21)

尽管农业部门在不断地吸收新技术以利于农

业部门的现代化，但工业化过程中的农村人口流

失问题依然产生了。如同其他工业化社会一样，

农村生活逐渐失去了它的吸引力。一场离开土地

的大逃亡开始了，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不断上

升。这种变化的原因十分简单：城市需要劳动

力，工资也在不断地提高，人们自然向往令人愉

快的城市生活环境。下表显示了这种人口变化的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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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各部门就业人口变化表[3](P23)

就业人口百分比 1882 19Cr7 1925 1939 1950 1964

农业和林业 42．2 33．9 30．3 25．0 24．6 11．4

工业和手工业 35．6 39．9 42．3 40．8 42．7_；牾．3

商业、交通和服务业22．2 26．2 27．4 34．2 32．7_40．3

当然，西方学者尚无法得出十分精确的数据，

但可以肯定的是，自从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工业

和农业已经交换了它们在德国经济生活中的相对

地位——工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而

农业日益下降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小伙伴。

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容克地主将自己的土

地作为自己的财产并不断地扩大，但他们不再将

土地租给农民，而是雇佣自由劳动力做工，这使得

很多新技术有可能被应用，这些技术的应用使德

国的农产品产量有了很大的增加。从1820年至

1875年，小麦和黑麦的产量翻了一倍。[1](P47)同

时，德国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下表可以看出

这种变化：

表2德国经济结构图：l跏年一1913年。

德国工业中的传统行会势力强大，真正的职

业自由在1869年后才开始出现，而德国的传统行

会和手工匠的地位并未被替代，结果形成了德国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另一个特点，即“双重经济”的

特点。即便在1870年，手工匠人与产业技术工人

的比例仍然是一比一。[1](P9)

因此，德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农村

未受到如同英国圈地运动那样的冲击，农业人口

是逐步地离开土地，加入城市的就业大军的。同

时，城市的工业构成也十分复杂，并非单一的现代
工业经济。这种逐步演化，多种性质行业并存的

现象，尽管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但保持了社会

在转型时期的基本稳定，有利于德国人将自己传

统的精细作风融进新的行业中。

二 以铁路建设为龙头的工业化进程

德国现代工业的基础逐渐形成后，从19世纪

中期起，产生了一批大公司，它们是德国现代工业

的标志。尽管德国的大公司形成的速度极快，其

形成过程与英国和比利时等国却没有什么不同。

最初都是从纺织部门开始，因为雇佣了大量的劳

动力，毛织业也慢慢采取了现代的模式，但其对整

个经济结构的转轨影响不大，主要是棉织业和丝

织业在机械化的进程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而手

工业尽管落后，但也坚持到了19世纪80年代，才

被迅速出现的大公司所取代。

与英国相比，德国的经济起步有十分明显的

不同。英国在农村中劳动力解放是与农业生产力

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同步发生的，并为工业化

所需要的市场购买力作好了准备。但德国的农业

由于技术落后，农业生产率没有提高，因此农村群

众的购买力也没有相应的增加。结果，在德国推

动工业化的动力与英国相比是来自完全不同的方

向，即来自铁路建设方面，也就是来自工业本身。

由于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德国大多数地区联合成了

一个统一的销售区，鼓舞了国家和私人企业主进

行必要的投资，开发这一地区的交通并将其联结

起来，这样才能使它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化的资本
雄厚的经济区。1841年，著名德国经济学家李斯

特在反复强调一个好交通网对一个国家富强的意

义以后又写到：“关税同盟和铁路系统是联体双

胎，同时出生⋯⋯有相同的精神和意识，它们相互

支持。”“价廉、迅速、可靠、定期的客货运输是把国

民财富和文明推向四面八方的最强大的杠杆之

一。”[3](P103)同这位学者一样，鲁尔区的企业家哈

尔科特也认为，铁路是一国财富的源泉，是一种为
整体利益克服局部利益的团结精神的开路先锋。

铁路建设确实是卓有成效的实行工业化的真正的

发动机。1835年7月7日，德国开通了第一条客

运铁路，1850年，德国的铁路已经有6000公里。

德国的I业化大跃进是随着1840—1850年

代铁路网的修建和鲁尔地区发现巨大矿藏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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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铁路的修建带动了钢铁工业、煤矿工业与机

械工业。德国的煤矿从1820年的130万吨增至

1850年的510万吨，到1913年的19 150万吨，加
上8 750万吨的褐煤，几乎占了整个欧洲大陆煤

产量的三分之二。生铁在1826年超过了10万

吨，1867年超过100万吨，而到1913年超过了
1 300万吨。钢产量从1870年的12．6万吨增为

1913年的1 760万吨。生产组织的规模很大，很

现代，并具有很高的效率。例如，1900年时至少

有24个鲁尔的煤矿的年产量超过了50万吨，

1902年，德国平均每个钢铁工厂的产量为7．5万

吨，而英国仅为4万吨。[1](P50)

铁路是德国比法国发展得更快的一个部门，

而且这种发展是在全德统一之前就开始的。所以

德国铁路的特点是有很多小的中心，而不是如同

法国那样有一个统一的全国性规划和基础。

德国的这种特点反倒成为它经济发展的一个
十分有利的因素，因为它的铁路完全是以经济为

目标而发展起来的，以民族的需要而迅速发展。

政府规划建设，私人也进行投资，两者的共同投入

加快了德国的铁路建设的速度。德国铁路的大规

模建设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前后经历了30年

左右的高速度发展，这种铁路发展对德国工业革

命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德国的工业革命

⋯⋯看来是随着铁路作为主导部门的不平衡发

展。”[1](P52)铁路投资作为国民净投资的比例在

1851—1954年为11．9％，1855一1959年为19．7％，

而在1875—1879年达到了25．9％的高峰。起初，

对钢铁和机械的巨大需要超过了德国的生产能

力，不得不从英国和比利时进口，但随着德国铁路

交通网的形成，德国的钢铁和机械生产能力也随

之发展，这种发展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

1860年起，德国作为钢轨进口国的局面开始改

变，从1860一1865年，德国每年有2．3万吨钢可用

于出口，1866一1871年，更增为15万吨。

通过银行的贷款，德国的铁路建设从未遇到

过资金短缺的问题，德国政府在这方面也起了重

要作用，政府担保银行的投资收益不致受到侵犯，

并使得那些获利较低的铁路得以修建。由于政府

的参与，至1914年时，德国政府已控制了整个铁

路网。

德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

将重工业的发展放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上。与英

国相比，重工业以采矿业为龙头，而采矿业的起步

则是以洛林地区丰富的矿藏开始的。虽然在采矿

业德国并未赶上它的老对手英国，但却以与美国

相等的速度发展着，所以在欧洲来说仍然是很快

的。德国的煤产量从187l—1875年间的年平均
3 450万吨上升为1913年的19 150万吨。在同一

时期，褐煤的产量从9r70万吨上升为8 750万吨，

铁矿石的产量上升为2 870万吨。[1](P24)采矿业

的发展推动了钢铁工业的发展。生铁的产量在

1871年估计为160万吨，在1910年已达到l 480

万吨。1900年，当英国的生铁产量达到9lO万吨，

超过了德国的850万吨时，德国在钢铁产量方面

则以740万吨超过了英国的600万吨的产量。

1910年，德国的生铁产量为1 310万吨，而钢产量

则为1 300万吨，与欧洲的其他国家远远地拉开

了距离。

德国充分利用了它的重工业发展的优势，在

其他产业部门迅速地赶上并超过了英国和法国等

最早起步的工业国家。其具体的一些指标为：一，

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建立了它的十分完整的铁路系

统，其铁路长度从1870年的18 887公里增至1912

年的60 521公里；二，建立了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

商业贸易舰队，其蒸汽动力的船舶吨位从1871年
的81 994万吨增至1913年的4 380 348万吨；三，

迅速地扩大了自己的机械制造工业，使德国在很

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最大的机器输出国之一，而

军事I业在机械工业中所占的重要性也在日益增

加。1912年，克鲁伯公司在埃森就雇佣了68 300

个工人。在同一时期，德国的电气工业和化学工

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雇佣的人口看，这两

个行业的工人总数并不是很多，但由于拥有先进

技术和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
它们在工业中所占的比例。

事实上，早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前，德国的一
些重要企业就已经开始发展起来了。1816年，德

国最早的铸钢厂之一的克鲁伯工厂因为负债而停

产，1818年其创始人弗里德里希·克鲁伯使它恢

复生产后，在1826年被迫将工厂转交给他的儿

子，但情况仍然没有起色。所幸的是在德意志关

税同盟建立后，德意志的经济开始起步，1834年，

由于铁路的修建，克鲁伯接受第一批铸钢车轮的
订货，于是，工厂的转机出现并开始了真正的发

展。1831年，其工厂的工人才11人，1849年已经

增加到683人，至19世纪中叶已经超过了1700

人。而这时克鲁伯已经不但供应车轮，还生产火

炮，并且有半数以上是供应外国的。[3](P104)

电气工业的发展是与威纳尔·冯·西门子和埃

米尔·拉特瑙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西门子是一

个灵巧的发明家，他在1867年设计并制造了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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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并将其用于电气化铁路上。在与西门子的合作

下，拉特瑙在1883年成立了德国爱迪生电气公

司，后来逐渐脱离了西门子而成为独立的德国通

用电气公司。这两个公司推动了德国电气工业的

发展，并具有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

化学工业的起步不同于电气工业，这是因为

德国早已形成了化学实验的传统。不过，化学工

业的决定性发展是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内完成的，

很多化学工业后来合并为德意志中央染料公司并

一直保持到现在。这个染料公司在德国的化学工

业中一直处于十分领先的地位。德国的染料、化

学制药以及其他的化工产品在此期间也得到了迅

速的发展，加上德国在基础科研方面的实力，使德

国的化工产品享有了国际性的声誉。

正是由于这些大公司的规模性发展，使德国

的工业能够后来居上，迅速地赶上并超过了先起

步的英法等国。

三银行与卡特尔

如果不充分考虑到银行的作用，那么任何对

德国工业化的思考都是不完整的。可以这样认

为，德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与德国的银行业形成的

独特系统有很大的关系。与英国、美国和法国相

比，德国的银行系统为德国的工业化提供了最有

力和最成功的刺激。在德意志，银行的含义与英

国是不同的，在这里，银行是一个商业银行、投资

银行与投资信托的联合体，而这个联合体只有在

中央银行的支持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一战以前，具有代表性的银行，只将其较少部

分的资金投入政府的债券，另一部分则投资于商

业票据，这些票据得到了德意志银行的承认，因而

被认为是一种流动储蓄。不过，德国银行的资金

大多是直接投资于工商企业和用于促进工业的发

展。I业的发展或资金的筹集都要通过某一银行
来进行，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国际性的财

团。银行或财团控制股票或债券以固定的价格发

行，并将其尽量出售给公众。其结果是银行通过

自己的职权保留了对工业化商业公司股票和债券

的潜在所有权，这就使其具有了直接干预工商业

运行和管理的能力。

为处理商务或为商人提供短期贷款和交易上

的服务，德国从1835年开始逐渐出现了比较集中

的银行与金融系统。但它在19世纪中期以前还

是比较原始的，私人银行为数不多，且缺乏规模较

大的银行。改变这种局面的决定性的第一步是

1846年普鲁士政府将柏林的皇家银行转变为普

鲁士银行，并赋予它发行纸币的权力，这成为德国

银行朝着现代方向发展的标志。当德意志帝国建

立后，它便转变为中央银行，其任务是维持新建立

的金本位制。与英格兰银行不同的是，它拥有很

多分行，并随时准备在遇到麻烦时支援其他银行，

作为回报，其他银行也必须接受更加先进的管理

系统。

不过德国银行的最大特点是其资金的来源，

由于官方的刻意关照，德国银行家主要依靠自己

的资金而不是储户的存款，所以他们愿意进行较

为中长期的工业投资，并自己承担风险。这样，他

们也就比英法的银行家更有兴趣直接参与工业公

司的管理工作。

这样的金融服务对整个迅速扩张中的工业有

着特殊的意义，尤其是在钢铁、煤矿、电气、机械和

重化学工业等需要大量资金的行业更是如此。正

是由于德国银行的这个特点，保证了德国工业化

较高的增长率，而银行业也由此得以迅速地扩张，

并在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

位，结果银行业忽视的那些行业如纺织等，其发展

的速度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扭曲了。

银行本身的发展也出现了集中的趋势，1913

年，德国银行业的发展基本上被4家大银行所控

制。但大银行投资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更加有利的

作用，如在住房等的建设方面就是如此。此外，各

种历史文献证明德国银行对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

积极作用，这种贡献不仅在于它为重工业提供了

大量的风险资金，而且在于银行直接参与了企业

的管理和运作，提高了企业的效率。

为了确保在市场的风险中渡过难关，各家银

行都必须拥有一大笔资金。但德国银行的资金大

部分都用于了投资，所以它们的存款大部分也来

源于它们投资的企业。由于越来越多的资本流入

了工业，在1850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一大批私人

银行，而这些银行也由于德国工业的发展而迅速

地发展起来。由于这一特点，德国银行一开始就

与英美银行不同，它不是作为商业信贷的借贷机

构而建立，而是作为对工业提供资金的投资机构

而发展起来的。按德国学者的看法，德国银行在

1848年以后对工业的投资显示了一种革命的精

神，这些私人银行家在当时是资本市场万能的主

人。德国第一家现代银行集团在1848年建立不

是一件偶然的事件，这种革命性的工业投资思想
十分明显地受到了普鲁东思想的影响，他提出为

了工人的利益组织工业银行，而其特点在法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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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银行中还可以发现。

由于这种特点，德国在1849年就出现第一家

矿业股份公司，由银行与工业界联合起来共同发

展工业。在这种活动中，银行并不总是提供一切

贷款，很多资金也是由一些个人提供的，但银行把

所有这些关系联结到一起，使其在工业的发展中

发挥了持久的影响力。随着德国工业的全面发

展，银行几乎在每一个新的领域都参与了开发与

发展的活动，并在每一项工业的发展前景中成为

一个主要的因素。银行的这种权力不仅来自它所

持有的这些企业的股票，而且来自于自己顾客的

支持。银行凭着其公认的权力和作为保险人的影

响力，积极地参与了工业的决策，并委派自己的职

员加入公司的董事会。而大量的工业业务由银行

职员承担，工业企业也通过银行董事拥有了自己

的商业顾客。

像克鲁伯公司和斯森公司这样的大型重工业

企业，最初原本是完全独立的，但逐渐地也与银行

的关系日益密切，而一些主要的银行也相互竞争

着与这一类的大公司建立密切的联系。这种趋势

发展到后来，每一家大银行都至少与一个以上的

大型重工业集团建立了紧密的联系。[2](P28)而银

行与企业的这种联合的趋势加快了银行和企业在

各自领域的集中的趋势，使得德国的垄断财团的

规模迅速地超过了老牌的英法等国。银行的合并

加速了工业的集中，由于银行的逐步集中，越来越

多的银行集中投资于几个有限的产业，或是几个

行业，但它们在生产技术上是相互联系的，而这种

趋势很自然地有助于垄断集团的形成，其结果是，

银行运用其影响力加速了德国的工业组织的规模

化和卡特尔的形成。

德国同时迅速成为了一个企业和商业机构联

合与合并的中心国家。尽管许多小的公司仍然存

在并积极地发展着自己的业务，但由于德国强调

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加上政府的支持，为新

的大公司和卡特尔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环

境。1870年时，超大型公司如克鲁伯等已经控制

着德国金属、矿产以及军火和造船等行业。这些

行业巨大的资本需求鼓励了德国的投资银行与这

些大公司结合以保证自己的利润。一些新发展起
来的行业如化工与电气行业，很快就被两到三家

企业所控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得到了投资银行

的支持。这些大公司如西门子等，不仅在国内发

展了若干小的分公司，而且在国外也发展起若干

分支，成为国际性的垄断公司，由于其雄厚的资本

实力和飞速发展的前景，使得这些垄断集团不仅

能够有效地控制市场的需求，甚至能够不顾市场

力量的左右而自行设定某类产品的价格。[4](P48)

实际上，钢铁、煤炭以及一些其他的重要的工业资

源和产品，在德国乃至整个世界都被一些著名的

卡特尔所控制，其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垄

断公司所决定的。这是在工业化发展的第二梯队

中生产的一种全新的经济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

也使得英国古典式的纯粹自由放任的经济发展战

略成为了历史的陈迹。

卡特尔是西方普遍存在的一种垄断组织，与

英美不同的是，在德国的这些垄断性组织得到了

德国政府的支持。在某些行业，卡特尔甚至成为

生存的必须方式。1905年，大约有385家卡特尔，

而到19cr7年，它们已经控制着全国50％的钢、

74％的煤和70％的纸张市场。[1](P54)到20世纪

以后的时间里，德国内部的卡特尔的趋势在进一

步加强。卡特尔的数目从1923一1924年间的

1500个增加到1930年的2100个；法本公司在

1926年以后控制了化学工业；到1926—1927年时

联合钢铁厂已经重新集合了四家最大的钢铁生产

商；并且在1929年德意志银行和贴现会社合并以

后，德国的三家银行控制了几乎全部银行系统。

1933年德国政府更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各公司参

加各自所属部门的卡特尔，使德国的资本主义的

组织彻底系统化了。[5](p234)从纯理论的角度讲，

或许认为竞争对于提高效率是有益的，但德国的

卡特尔式的工业化证明，这种民族国家式的集约

化竞争手段是其在国际竞争和经济增长方面最成

功的组织方式，因为它能够同时考虑到横向和纵

向的合理化措施。

四政府与教育

学术界传统的观点一般认为，德国有一个干

预性很强的政府和一个主动积极的官僚体系，很

多文献都强调德国政府在其工业发展过程中的积

极作用，尤其是普鲁士政府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所

起的积极作用。除了修建道路和运河外，在国家

的煤矿和冶金业行业引进了英国的技术，访问英

国并欢迎外国的技术人员来德国工作，以及政府

主导的投资政策等，应该说在19世纪前期都起了

很好的作用。

但实际上，普鲁士政府只作了一件十分重要

的工作，那就是发展教育。德国是欧洲第一个引
进强制教育制度的国家，其最初的目标是培养恭

顺的、敬畏上帝的人，而不是有经济效率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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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有趣的是，由于与强制性的服兵役结合在

一起，德国的普通民众被训练成了严守纪律，忠于

职守，并能熟练掌握本职技能的人。这种教育与

军事的双重训练，使德国人在时机成熟时很快转

化为能很好掌握工业化技能、组织性强、效率很高

的产业工人。更有趣的是，德国高校强调纯理论

的高深学问的研究，在起初只不过被看作是德国人

学究气的体现，而在后来的进一步发展中则反被证

明为一种“高技术”工业奠定了极为有利的基础，如
德国的化学工业和电气工业就是如此。[5](P47)

总的来看，普鲁士的君主历来重视教育，这在

最初不排除是为了训练出合格的士兵，但后来的

发展却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为了在国家的实力

方面迅速地超过西欧的强国，腓特烈大帝大力扶

持本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将其视为立国之本，

这一行动在德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现代的眼

光看，德国的科学的确博大精深，但其本身却是较

迟的产物。虽然德国的技术在15世纪已经比欧

洲其他国家领先，德意志却因为宗教战争而无法

统一，其结果当然是阻碍了德国科技的正常发展，

使科学界的人士仅仅局限于关于科学的枯燥的争

论，以及关于炼金术的想人非非的推理。

所幸的是，腓特烈大帝独具慧眼地预见了科

学在未来国家成长方面的作用，用对待建设军队

的态度来建设未来德国的科学。他的首要措施就

是从法国大量引进科学技术和科学家，并尽一切
力量来扶持本国的科技力量。德国科学开始被作

为宗教一般得到了国人的重视乃至崇拜。当其他

国家的大学仍然瞧不起科学的时候，德国的大学

已经允许科学独立地发展，而且在其自身的发展

过程中创造出了不少有效的组织方法和形式，实

验室、研究生指导制度、研究生院、研究所、专业科

技刊物的出版等等，全都是德国首创的。[6](P108)

德国科学在19世纪的大发展，应该归功于它

同德国科学传统的联系，以及官方的赏识，而在英

法，这种赏识是需要去争取的。德国科学最有利

的局面直到19世纪初才开始出现，正好赶上了姗

姗来迟的国内工业革命。1825年德意志的卡尔

斯鲁厄建立了第一所工科大学，后来在达姆斯塔

特、慕尼黑、德雷斯顿和斯图加特新建的工科大学

中培养了许多着重实用学科的技术人员。与此同

时，在古典大学里，经验——实验的自然科学反对
唯心主义的自然哲学及其全面的观察方法，也取

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出身于莱因河畔的施万证

明，动物与植物一样是由细胞构成的，而迈尔则计

算出热功当量。在波恩、海德堡和柏林大学工作

的黑尔姆霍尔茨成为生理光学和生理声学、声音

和颜色感觉的科学理论以及现代电学的创始人。

物理学家基尔希霍夫和化学家本生在海德堡共同

创立光谱分析法，给自然科学的研究开辟了通向

未来的新道路。博物学家孟德尔研究出植物的遗

传规律，化学教授李比希则以他的研究成果使德

国的化学学科得到蓬勃发展，他的农业化学彻底

改变了土地耕作。而前炮兵军官西门子则发现了

电动原理，创立了强电工程，为工业化进程开辟了

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3](P105一106)

从上述的德国科技教育方面的发展中，不难

发现这样一个特点，即德国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

学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英国，讲究实际的实

业家瞧不起只讲理论的科学家，甚至美国的实业

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而德国的实业家在普

鲁士传统的影响下，则极为重视这些科学家并大

力对他们的工作加以扶持。他们认为，将金钱交

给这些人使用，决不会浪费，因为他们从事的毕竟

是人类最具有智慧的工作，即使现在不会产生什

么效益，但在未来肯定会具有它自身的价值。这

种观点为德国的科学注入了活力，使基础科学和

应用科学都得到了社会的同等尊重和足够的经

费，并最终使科学在民众中得到了如同宗教一般
的崇拜，很多德国的青年学人甚至为了献身科研

而终身不娶。结果是，德国的科研队伍素质之高，

梯队之稳定，敬业精神之强烈，是全世界所罕见

的。当代德国化学工业尽管遇到了两次世界大战

的浩劫，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它过去的

巨大发展就是靠工业和新的化学理论家的密切联

系。当然，德国科学的发展还牵涉到国家利益，因

为首先认识到科学对备战的价值的便是德国。正

因如此，科学有很多理由得到官方的支持，但官方

支持的方式与其说是拨给大量经费，不如说是建

立了一个组织完整的基础科学和高技术的教学系

统。至1914年，德国从事科学研究的学生数量已

经大大超过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在质量上至少也

不亚于任何国家，在某些方面还更为优秀。此外，

德国政府还鼓励科学与重工业挂钩，这在目前已

经不足为奇，但在100多年前却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因为那时绝大多数国家根本未注意到这样

做的必要以及它对国内经济所产生的伟大意义。

而德国注意科学技术，注意智力投资的政策

最终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当时英法两国已经完成

了第一次技术革命，但第二次技术革命才开始起

步，这个新旧技术交替的过程，给德国提供了一个

有利的机会，使德国可以直接利用第二次技术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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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新技术来装备其经济部门，从而有可能超越

不太愿意完全淘汰旧设备的老工业国家。

德国在这一决定民族命运的关头，不仅派出

大量优秀的科技人才去英法等国考察，学习这些

国家的先进技术，而且将对智力和科学技术的开

发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德国早在施泰因的改革

中，就已经开始发展起近代的教育制度。1825

年，普鲁士开始实行强迫的义务教育制度，受教育

被视为公民的基本义务。到19世纪60年代，普

鲁士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97．5％，萨克森甚至

达到100％。1881年，德国的成年人中，文盲仅为

2．36％，这在当时欧美各国中是最低的。[6](P109)

除此之外，德国还在普通中学里加强了科学知识

的教育，并同时举办了多种形式的职业和技术教

育，在工业革命初期，德国各地已拥有数量可观的

中等专业学校，如矿业学校、农业学校、商业学校

等。在工业革命中，德国各地进一步增加了职业

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的设置。1869年，北德意志

联邦宪法规定，凡工厂所在地有补习学校，厂主必

须让工人入学，这些措施都极大地提高了德国工

人的素质。正因如此，德国最终能够在工业革命

初期成功地吸收英国的先进技术，在工业革命后

期又成功地开拓了新技术。在19世纪末，德国已

成为世界科技发展的中心，据当时学者调查研究

后进行的比较，德国人在读、写和计算能力，工人

工作的技巧，工程师的科学原理、应用训练的结

合，以及高水平的科学理论和实际运用等四个方

面，都领先于整个欧洲。

1903年，一位美国的商务代办这样写到：“在

德国居住和研究的10年，使我得到这样一个认

识，这个帝国最大的资本是她的智力。”[6](P110)正

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德国产业革命的发展比英法

等国更彻底、更深刻、更广泛、更丰富。从1871年

到1913年，德国工业年平均增长3．9％，到1913

年，德国钢产量已达1 761万吨，煤产量已达

19 150万吨，铁路里程已达63 378公里。除煤炭

外，德国在其他几项指标上都远远超过了英国，而

在新兴的技术密集型工业中这个差别还要大。

五理论创新的力量

曹卫东认为，从德国现代化历史过程来看，其

特殊性是显而易见的。就其本质而言，德国现代

化不同于英法之处主要在于它比较强调文化传统

在现代化进程当中的重要性以及民族文化认同对

于民族意识培植的紧迫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只

要对作为现代化开端事件的启蒙运动稍稍加以分

析就会看得一清二楚。也就是说，德国模式的现

代化和英法模式的现代化之间的差别在各自的启
蒙运动当中有着具体表现。概括而言，英国的启

蒙思想比较强调怀疑主义，重视科学精神和方法，

政治方面要求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和发扬民权，经

济方面则主张自由放任，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去调节生产和消费；法国启蒙思想的特色在于强

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它对包括现存政治体制、经济

体制、教会体制等在内的一切体制进行了毫不留
情的批判，要求彻底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尽

管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在具体做法上有着一定

的不同，一个比较激进，一个则相对保守，但它们

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外在批判。德国的启

蒙运动则不然，它强调自我反思和内在批判，对作

为个体和共同体的人的存在价值比较关注，一般

不把现存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机制作为批判对象，

也就是说，德国的启蒙运动所看重的不是个体或

群体的政治认同，而是其文化认同和道德认同，乃

至宗教认同。[7]

这种内向的启蒙使德意志在18世纪末和19

世纪初产生了一大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从康德、

费希特到黑格尔，这些大师在哲学与自由理念的

追求上尽管各有千秋，但却使在战乱纷争中饱受

折磨的德意志民族重新恢复了自信心，他们在为

自己的国家经济等方面落后于英法等国而感到痛

心时，也同时为自己的民族能够产生世界级的大

师，为德意志的文化而感到自豪。并在普鲁士政

府有意识的倡导下，养成了一种日耳曼民族种族

优越、文化优越的心理，认为这样的民族迟早会超

过其他民族，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
这些大师中，黑格尔对德意志建立强大政府

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贡献最大。他认为，“国家是伦

理观念的现实”，“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

东西”，“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

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

[9](P253—259)也就是说，国家是人类精神在历史的

进程中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只有在国家这个领域

中，理性才能认识自己，从而得到充分的自由。个

人也只有在民族国家这个范畴中才能享有广阔的

生活，保持着自由和有理性的主体，所以个人应当

感恩戴德地服从国家的权威。尽管很多学者认为

黑格尔的理论是为普鲁士的专制体制服务的，但

黑格尔理论的真正精神却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

各民族并未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因此各国处理现

代化任务的轻重缓急自然不同，在德国这样后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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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代化国家中，人民只有在更强的集团主义精

神的指导下，奋力追赶，才有可能完成自己的现代

化任务。将经济发展的重任完全交给个人，政府

什么也不管，在这种后起的现代化国家中肯定是

行不通的。

黑格尔之后的另一位杰出的德国学者弗里德

里希·李斯特，则为德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

的理论基础。他认为，英美自由主义有一个巨大

的缺陷，即认为在经济生活中，个人完全是与个人

发生关系，而现实是，人们不是直接与个人发生关

系，而是与个人构成的集团发生关系。个人是某

一个国家的成员，他的一切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依

靠他所在国家的政治威力。因而，个人只有通过

维护国家利益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其次，国家

经济发展的根本是发展生产力，甚至为了发展生

产力的长远国家利益而暂时牺牲眼前的利益。

“一个国家为了获得发展文化、技术和联合生产的

力量，必须牺牲和放弃一定数量的物质财富，它为

了保卫将来的利益必须牺牲某些眼前的利益。”

[9](P128，218)李斯特的眼光是独到的，他正确地指
出，经济发展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发展，而

不是以世界为单位的一体的发展，一个国家只有

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出长远的发展规划，才有可

能后来居上。

德国人在理论方面的贡献为德国的经济起飞

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德国人不是完全“摸着石头过

河”，而是在过河的过程中逐渐地创立了自己的理

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从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

多方面切人，将德国的民族传统与世界上最先进

的发展思想融为了一体，并通过这种独创的理论

反过来指导自己的经济发展，使德国的发展具有

了一种独特的战略眼光。这种理论方面的创新，
对德国具有持久的经济活力，无疑起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而完全依靠模仿起家的日本，尽管也取

得了惊人的业绩，但还是常被人讥笑为“经济动

物”。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证明，一个大国在自己
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根本没有独创能力，不能

形成属于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派，要想领先于

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是十分困难的。

由于德国的经济起飞是建立在真正以科学技

术为主导，以理论创新为核心的基础上的，所以它

的经济发展的速度不仅超过了西欧的其他国家，

而且形成了一种重视基础、尊重理论、尊重科学、

尊重人才的新传统，正是这样一种传统，保证了德

国经济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活力，使德国在经济起

飞后能够始终保持着世界一流工业强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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