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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 19世纪末德国跨国移民趋势的逆转

周 培 佩

(周口师范学院 政法系 ,河南 周口 466001)

　　[摘 　要 ] 德意志帝国时期 ,是德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重要转型期。在
此期间 ,德国的跨国移民趋势发生了逆转 ,从典型的移民迁出国变为迁入国。这种逆转 ,既是德
意志帝国时期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改变的表现 ,也是其工业化、资本主义化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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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农业地区向工业地区、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 ,是
各国工业化过程中人口布局变化的一个共同现象。德国在
工业化时期的人口流动还有一个特点 ,即在国内受工业化
冲击而出现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同时 ,还重叠着另一股人口
流动潮 :跨国移民。这股移民潮流在德意志帝国时期 ,随着
其国内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也出现了根本性的逆转。

　　一、从典型的移民迁出国转向移民迁入国
德意志人的移民迁出历史十分悠久。早期 ,德意志人

主要是迁往东欧、东南欧 ;从 19世纪开始 ,跨洋移民上升并
逐渐占主导地位。移民迁出在德国是一种普遍现象 , 19世
纪 90年代以前德国一直是一个移民迁出国。在 1816 -
1914年的近一个世纪中 ,德国移民迁出总数达 550多万。
每个时期的移民人数呈现不规则波动 ,共出现了三个移民
高峰期 : 1850 - 1854年为第一次高峰 ,移民迁出达 72182万
人 ; 1865 - 1869年是第二个高峰期 ,移民迁出总数为 54. 25
万 ;第三个高峰期则出现在帝国建立后的 1880 - 1884年 ,
移民迁出为 86143万人。一直到 19世纪 90年代初 ,德国
的海外移民一直呈现活跃的状态。①

在 1816 - 1914年间 ,德国海外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处于
不断变化之中 ,但每一时期的来源区域相对集中。最初 ,迁
出的移民主要来自德意志的西南部、西部和南部地区。
1830 - 1834年间 ,来自符滕堡、巴登和普法尔茨等德意志西
南部地区的移民 ,占当时德意志海外移民总数的 9818% ,
1835 - 1839年为 3618%。直到 19世纪 50年代中期以前 ,
来自这些地区的移民仍占德意志迁出移民总数的 28%以
上。②从 19世纪 60年代开始 ,海外移民的主要来源地转向
了德意志东北部。到 19世纪 70年代 ,德国东北部的移民
在移民迁出总数中的比重保持在 1 /3以上 ,有时还高达 2 /
5。1871 - 1875年 ,来自东西普鲁士、波莫瑞、波森、勃兰登
堡、梅克伦堡等德国东北部的移民占海外移民总数的
3913% , 1876 - 1880年为 3514% , 1881 - 1885年占 3812% ,
1886 - 1890 年 为 3717% , 甚 至 1891 - 1895 年 间 仍
占 3418%。③

从以上两个阶段德国移民迁出的来源地状况看 ,无论
是德国西南部还是东北部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农业
地区始终是德国海外移民的主要来源地。

从整体上看 , 19世纪的德国海外移民活动基本上是一
种出于经济动机的谋生性移民活动。这种移民活动的波动
与其内部的经济状况紧密相连。鉴于 1870年以前德意志
地区还都是典型的农业型经济国家 ,且移民主要来自农业
地区 ,将移民人数的波动情况与同时期的农业生产状况加
以对照。发现 , 1850 - 1854年的德意志海外移民高峰期正
是德意志农作物产量下降的年份 ; 1865 - 1869年德意志又
一移民高峰期期间 ,无论是谷物还是土豆的大部分年份产
量都偏低。④因此 ,处在经济状况恶化条件下的德意志人只
有移民海外寻找出路。

人口的迅速增长、劳动力的相对过剩也是推动德国农
业地区人口大量迁出的重要原因。欧洲告别黑暗时代 ,步
入近代之后 ,最显著的变化是人口迅速增长 ,出现了人口大
爆炸。德国人口持续增长的压力和传统的土地分配制度
(无论是德国西南部的平等分配继承制还是东北部的长子
继承制 ) ,使越来越多的人无法获得土地或得到的土地太少
而不能维持生活。为了维持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
位 ,大量的无地、少地农民只有移民“新世界 ”。此外 , 19世
纪 80年代起的工业经济长期萧条 ,也促使了德国许多非农
业人口离开故土前往美洲。

然而 , 19世纪 90年代后 ,德国向海外移民的人数开始
急速下降。尽管仍有一些人继续移民海外 ,但其人数与德
国的总人口、移民迁入数相比 ,已经微不足道了。

从 19世纪中后期 ,尤其是 90年代开始 ,德国的移民迁
入量骤升 ,逐渐取代了德国的移民迁出潮 ,成为德国国际移
民趋势的主流。据统计 , 1895 - 1905年间 ,移民迁入人数与
移民迁出人数相比 ,出现了 1417万人的净迁入。随着德国
工业化进程的深入 ,进入德国的外国人数量处于不断上升
之中。1871年 ,德国有外来人口 2017万人 , 1880年为 30万
人 , 1890年为 4313万人 , 1900年增至近 80万人 ,到 1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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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已经达到 126万人。① 1871 - 1910年德意志帝国境内的
外国人主要来自奥匈帝国、俄国、意大利、荷兰和瑞士等国。
这些主要来源国家 ,基本上为农业国。从地域上来讲 ,这些
移民中欧洲大陆移民占主体 ,其中又以东欧、东南欧的移民
居多。

从人数上讲 ,奥属、俄属波兰地区的波兰人在德意志帝
国的外来移民中人数最多 ,其次为荷兰人、意大利人。据统
计 ,俄属、奥属波兰地区迁往中欧、西欧的移民中 ,有 85 -

90%都去了德国 ,且迁往德国的波兰移民是前往美国的波
兰移民的三倍。到 1913年 ,德意志帝国境内的波兰移民
(加上鲁尔地区的波兰人 )超过了 80万人。②在 19世纪早
期 ,荷兰一度是德意志移民迁出的目的地之一。据法国的
官方统计 , 1811年荷兰境内有 2万名德意志移民。然而 ,到
20世纪初 ,德国的“荷兰籍移民 ”取代了荷兰的“德意志移
民 ”。[ 1 ] (P53)德国境内来自奥匈、俄国、荷兰和意大利的移民
人数庞大 ,至 1910年 ,来自这四国的移民人数占德国非日
耳曼人口的 83%。③

从移民的类型上看 ,这些移民绝大多数为具有经济动
机的谋生型移民 ,他们来自社会下层 ,是“无产阶级 ”移民。
故在外来移民中 ,劳工占绝大部分。在德意志帝国 1907年
有关职业人口的统计中 ,约有 80万外籍劳工 ,占当时总就
业人口的 411%。在普鲁士 , 1906年时就已经有 60万名外
籍劳工 ,其中 2 /5在农业领域 , 3 /5在工业领域。这些庞大
的数字 ,显示了德意志帝国对于外来劳动力日益增长的需
求 ,也表明了德国经济对外国劳动力的越发依赖。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 ,德意志帝国已经被当时的经济学家称为仅次
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劳动力进口国。④

外来移民中 ,也有为数不多的非劳工移民。他们主要
来自社会的中层、中上层 ,属于有产阶级。在这些人中 ,东
欧犹太人占了很大比例 ,也是为德意志帝国所关注的一个
群体。东欧犹太人大规模移民的历史与德意志帝国的历史
时期基本一致。20世纪初开始 ,每年有近 10万犹太人离开
俄国向西移民 ,到 1914年 ,大约有超过 250万的俄籍犹太
人向西移民。⑤德国由于地理位置的临近 ,比其他中欧、西
欧国家更易受大规模东欧犹太移民冲击的影响。据统计 ,

仅 1905年 - 1914年 ,就有 70多万东欧犹太人借道德国的
港口移民海外。⑥

德国的国际移民趋势出现了根本性逆转 , 20世纪初 ,

德国已经与美国一道成为世界两大国际移民目的地 ,移民
流入量分别为 1500万和 2500万。⑦

那么 ,是什么原因导致德国的跨国移民趋势在短时间
内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 为什么两个移民潮的转换发生在
19世纪 90年代后呢 ?

二、从移民迁出国向迁入国转变的原因
德国跨国移民趋势的根本逆转是由多方面因素“合

力 ”作用的结果 ,既有内在的巨大吸引力 ,也有外力的助推。
德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 ,对其跨国移民趋势的转变产生
了重大影响。

首先 , 19世纪 70年代以来 ,德国的农业结构性危机 ,农
业结构的根本变化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由富余劳
动力地区变为劳动力相对短缺地区 ,尤其是德国东北部
地区。

东部农业区 ,是普鲁士在 19世纪迅速崛起的有力基

石。然而 ,德意志帝国成立后 ,其农业领域遭遇了来自国际
市场的强有力竞争 ,特别是美国农产品的竞争。与美国相
比 ,易北河以东的农业效率低下、缺乏科学管理、生产方式
落后。来自北美的廉价小麦迫使普鲁士的小麦价格从 1880

年的每吨 221马克跌至 1886年的 157马克 ,降幅为 30%。⑧

德国农产品的价格水平 ,一直到 1912年也未达到 1870年
时的价格水平。德国农业因此遭受了长期的结构性危机 ,

大量农场陷入债务危机中 (西普鲁士 4417%的农场负债 ) ,

有的负债额已经达到其总资产的 50%。⑨虽然政府的保护
性关税政策 ,使农业危机的状况有所改善 ,但这毕竟不是长
久之计。

农业危机、人口压力和传统的土地分配方式 ,促使农业
地区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方式逐渐瓦解 ,小农和农业工
人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 ,许多小农纷纷破产。这也迫使德
国东北部的农业主 ,推行合理化改革 ,削减工资成本 ,走集
约型农业道路。农业机械的大量推广 ,导致农业对劳动力
的需求下降 ;根茎植物 ,尤其是甜菜种植的推广 ,使农业对
工人的季节性要求增强。正如马克斯 ·韦伯所说 :“收割
机、甜菜种植这两个明显的变革 ,改变了东部农业地区的劳
动力结构。”[ 1 ] (P66)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本土农业工人 ,

对全职工作的要求得不到满足 ,于是纷纷“逃离 ”,移民海
外或西部工业区 ,从而引起农业地区劳动力的严重不足。
据统计 ,到 1900年为止 ,东西普鲁士、波森和梅克伦堡等农
业地区的人口都有大量流失 ,其中东普鲁士的人口绝对流
失达 45万以上。⑩

为了弥补国内移民和海外移民带来的劳动力短缺 ,降
低工资成本 ,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东北部农业主从
19世纪 80年代开始招募外国劳动力 ,主要是奥属、俄属波
兰地区的外来波兰人。

其次 ,德国快速的工业化 ,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 ,不仅
吸纳了大规模的国内移民 ,还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移民。

德国跨国移民趋势逆转的根本动力是经济的发展和快
速工业化。帝国宰相卡普里维曾在帝国议会中声称 :“我们
必须出口 ,要么出口货物 ,要么出口人。面对增长的人口 ,

没有一个稳定增长的工业 ,我们就无法继续生存。”[ 2 ]从他
的话中 ,我们可以捕捉到这样的信息 :只有工业化才能遏制
德国的移民迁出 ,也只有工业化才能吸引大规模的外来移
民迁入。

1871 - 1914年是德国的快速工业化时期 ,期间德国的
各个工业领域都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石煤产量从 1871

年的 2900万吨猛增到 1913年的 19000万吨 ,增长 515倍以
上 ;褐煤的开采量也由 850万吨上升到了 8700万吨 ,增长 9

倍以上。生铁产量由 1871年的 1564000公吨 (合计约 313

万吨 )增加到 1910年的 14794000公吨 (合计为 2900多万
吨 )。1870 - 1913年的钢产量也增长了近 3倍。钢铁生产
增长超过了国内的需求增长 , 1905年德国甚至能够出口一
半它所生产的钢铁。德国的新兴工业也成就非凡。1913

年 ,德国生产的电气产品占全世界的 34% ,而美国只占
29%。德国化学工业的生产增幅更是惊人 : 1870 - 1914年
的 40年间 ,德国化学工业生产翻了三番以上 ,化学工业生
产水平和技术水准也居各国之首。一战前 ,德国不仅成功
实现了向现代工业国的转变 ,而且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
界第二大工业巨头。

①③⑧U lrich Herbert, A H istory of Foreign Labor in Germany 1880 - 1980. University ofM ichigan p ress 1990. P21、P20、P9.

②④⑨Klaus J. Bade, M igration in European H istory. Malden Ma 2003. P58、P71、P58.

⑤⑥Colin Holmes, M igration in European H istory. Cheltenham UK 1996. P507、P510.

⑦W ang Gungwu, Global H istory and M igration. W est V iew p ress 1997. P26.

�λυ参见邢来顺《近代工业化时期的德国移民问题 》,载《武汉大学学报 》2001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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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增长 ,使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国
民财富神话般地增长。1900 - 1910年间的社会净产值增加
额达到 1870 - 1880年间的近 8倍。增长速度之快可见一
斑。与国民经济的这种大幅增长相一致 ,德国的国民收入、
人均收入均呈上升趋势 ,德国人的生活状况得到极大地改
善。而 80年代以来逐渐完备的国家社会保障制度 ,又进一
步加强了德国人在国内生活的信心和安全感。

工业的巨大扩展还带来了工作岗位的增加 ,就业人数
的膨胀。1885年 ,德国电气工业有雇员 216万人 , 1906年
达到了 1017万人。1885年 ,德国化学工业有雇员 718万
人 , 1913年则达到 2812万人。①1867 - 1913年 ,整个第二产
业领域 (包括工业、手工业、采矿业 )的就业人数从 441万人
猛增到 1172万人 ,增幅达 16518%。②德国经济的发展 ,就
业机会的增多使本土工人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这样 ,繁重、
卫生条件差、工资待遇低下的工作就乏人问津 ,出现了劳动
力相对不足的局面 ,需要招募外来劳动力予以补充。

总之 ,德国工业的扩张 ,不仅成功遏制了其移民迁出
潮 ,还进一步地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德国寻找就业机会。

再次 ,“外力 ”因素对德国跨国移民趋势逆转的影响 ,

不能忽视。考察德国跨国移民趋势逆转的“外力 ”作用 ,发
现有两大外力 :一是吸引德国移民迁出的“拉力 ”因素 ;一
是促使外来移民迁入德国的“推力 ”作用。

“拉力 ”方面 :美国“边疆 ”开拓的结束 ,打碎了人们前
往获得土地的期望 ,导致吸引德国移民迁出的强大“拉力 ”
势微。1893年美国的经济危机 ,最终导致德国海外移民人
数的骤减 ,且此后并未出现反弹。尽管此后德国一直存在
移民迁出现象 ,但移民的来源、目的 ,较之以前已发生了巨
大变化。

“推力 ”方面 :德意志帝国的主要移民来源地 ———东
欧、东南欧地区 ,正经受着类似德国前一时期的状况 :人口
持续增长压力 ,传统经济社会结构的逐步瓦解 ,普遍的经济
贫困等。1868 - 1880年间 ,由于俄国西部的饥荒、流行病盛
行 ,约有 4 - 5万犹太人向西欧移民。19世纪末的经济危
机、人口过剩和瘟疫流行使加里西亚地区农民的生活状况
恶化。1885 - 1905年间 ,加里西亚农民的负债额增加了 12
倍。③此外 ,奥匈、俄国等东欧、东南欧国家封建关系的废
除 ,也有利于这些地区人口的流动。这些地区 ,逐渐取代中
欧、西欧 ,成为国际移民的主要来源地。

19世纪 90年代以后 ,推动德国人向海外移民的“推
力 ”和吸引德国人离开故土的“拉力 ”作用骤减 ,德意志帝
国的移民迁出潮势弱。而德意志帝国吸引外来移民的“拉

力 ”和移民来源地的“推力 ”作用上升 ,促使德国移民迁入
潮凸现。两个移民潮的交替造就了德国跨国移民趋势的根
本逆转。

最后 ,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交通、
通信技术的变革与进步推动了现代交通、通信体系的建立 ,

为大规模的跨境移民提供了便利的物质条件。
19世纪 ,横穿大陆的铁路网和越洋汽船公司 ,以史无

前例的规模和速度帮助人们迁移。交通技术的进步和交通
公司间激烈的竞争 ,大大降低了路费开销 ,使越来越多的人
能够搭乘 ,也使跨境移民变得更为快捷和容易。电报、电话
的发明 ,使跨国、跨洋通信更加便利 ,为人们的移民提供了
助力。在移民来源地 ,存在大规模的移民网络 :移民依靠通
信技术的进步与来源地的家人、朋友较为迅速的传递信息 ,

带动国内的人移民国外。
德意志帝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十分完整的铁路系

统 ,其铁路总长度在一战前达到 59031公里 ,铁路的可靠性
及设备的完好性在欧洲首屈一指。在海上航运方面 ,德国
商船的总吨位由 1887年的 8994吨窜升到 1913年的 438万
吨 ;航行领域也由波罗的海扩展到世界各大港口。一战前 ,

德国已经拥有一支位居世界第二的商船队。通信方面 ,电
报机构由 1870年的 2405个发展为 1913年的 38509个 ,线
路从 81840公里增至 1863600公里 ;电话数量在 1888 -

1913的 25年间增长了近 374倍 ,电话线路也由 56400公里
增加到 5456600公里。④20世纪初 ,德国成为继美国之后拥
有最多邮政机构和世界上信函交往最多的国家。一战前 ,

德国现代的交通、通信体系已经建立。这一切 ,都为外来移
民进入德国 ,分散甚至流动于德国的各个地区、各个领域提
供了便利的物质条件。

19世纪 ,德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
是造成大规模移民外迁的根本原因。也正是这种转变的加
速或者说是实现 , 19世纪 90年代后 ,德国原有的人口与劳
动力市场间的不平衡消失 ,甚至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
从根本上讲 ,德国跨国移民趋势的改变是社会经济结构发
生根本转变的表达 ———德国由具有强大工业的传统农业国
转变为拥有雄厚农业基础的现代工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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