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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占时期青岛的社会问题及治理措施研究 
姚宫明  金海博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省大连市  116033） 

摘要：德占时期青岛由德国人进行统一规划、建设及管理，短时间内使青岛从以农业为重心的小渔村成为我国重要的商贸港口

城市。其城市建设在当时独具特色，基础设施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社会井然有序，黑社会组织被严格控制。可以这样说，德占时

期是青岛近代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开端。通过深入分析此阶段的青岛历史，有助于更准确的理清青岛城市发展脉络，深刻理解相关

发展问题历史渊源。基于此，本文主要对德占时期青岛的社会问题及治理措施进行研究，旨在从多方面、多维度审视青岛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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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位于我国胶州湾畔，于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一四年期间被德

国统治者所占领。德占时期青岛社会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这

和当时德国人对青岛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治理密不可分[1]。德占

时期对青岛的社会治理与当时国内治理模式有所区别，与我国大部

分城市存在明显差异，社会治理方面别具一格。德占时期为我国城

市近代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有效进行社会治理成为政府工作内

容的重心。但是，在殖民统治的时代背景下，青岛社会中任何活动

都难以摆脱殖民统治的影子，社会治理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2]。

由此可见，社会发展关乎到社会治理模式，而社会治理也需要始终

服务于社会发展现实需要，两者处于动态变化趋势。 

1.德占时期青岛的社会问题 

1.1 劳工抗争问题 

德占时期，德国统治者对青岛当地工人采取了严格的管理制

度，直接剥夺了广大劳工的自由和尊严。在劳工群体中，常常发生

逃跑和怠工，以此表达对不公平待遇的抗争，尤其在码头工人、运

输工人、建筑工人中最为常见[3]。这也造成德国统治者不得不重新

审视对工人劳作的监视办法，积极转变成为由中国方面工头参与到

工人组织和管理的模式，在此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伴随劳工

队伍规模的持续扩大，劳工群体更加重视自身权益，通过集体罢工

等手段来维护个人的正当权益。例如在一九零八年二月期间，青岛

造船厂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集体罢工事件，由于德国殖民者长期对

工人进行胁迫辱骂，久而久之工人不堪重负，为了维护自身的尊严

和权益，不得不采取罢工的形式。尽管面对德国殖民者提出的“关

黑屋子”威胁，工人们也绝不屈服。由此可见，当时青岛工人阶级

的普遍具有良好的政治意识，工人阶级不愿再长期忍受德国殖民者

的欺凌和谩骂，通过集体发挥组织的力量进行抗争来争取自身权

益，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尽管这不代表社会统治，但却反映了当

时工人阶级的觉醒，新的社会变革正在萌芽。 

1.2 商人抗争问题 

首先，中国商人逐渐掌握贸易主动权。德占时期中国商人和外

商频繁接触，在此过程中中国商人快速适应了现代化运营规则，同

时由于对内地货源及行情的熟知，了解内地市场需求，加上领先的

民船运输体系和廉价劳动力优势，使得中国商人在进出口贸易中占

据着重要地位，掌握了贸易的主导权。在德占后期阶段，青岛进出

口贸易中德国商品占比在 6%至 8%左右，其中向胶澳总督府和铁路

部门所供应的物资占比达到五成以上，去除这些物质，胶澳租借贸

易总量中的德国商品仅有 3%至 4%[4]。其次，中国商人借助社会组

织争取权益。一八九九年清政府和德国当局签订了《青岛设关征税

办法》，该文件中对于洋货给予了多方面的关税优厚待遇，但是明

确规定凡是从青岛运输至其他地方的商品均需要征收出口征税，同

时从青岛运输至内地的中国土货也需要完成税饷，这一文件的签署

对青岛和内地之间的商贸交易造成严重阻碍，导致青岛中国商人承

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在当地会馆的领导下，中国商人们积极进行抗

争，最终在一九零五年迫使胶海出台了《青岛设关征税修改办法》，

其中规定山东省与租借地往来货物取消征税。一直以来，唯利是图

是商人的显著标签，但面对德国殖民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商

人彰显出了爱国主义精神，不愿成为被压迫者。更是在统治当局的

各种阻挠之下，主动邀请孙中山先生来访，极大程度鼓舞了青岛民

众，激发爱国热情。最后，中国商人积极设立自我管理机构。一九

零二年四月，德国殖民者出台了《中华商务公局章程》，正式宣布

建立中华商务公局。由中国商人和买办为主要成员，对中国人各项

事务进行管理，为商人利益表达提供了一定途径，有效维持着租借

地中国民众和中国政府的关系。随后在一九一零年八月，胶澳总督

继续出台了《公举参议督署中华董事告示》，将中华商务公局再次

撤销，并选派四位华人作为督署信任，进入督署参议会协同进行参

议工作。由此可见，青岛民众能够参与到市政，尽管督署参议会权

力有限，但也代表民众具备一定发言的权力。 

1.3 学生抗争问题 

一九一零年，租借地人口数量达到十六万以上。一九一三年期

间，胶澳租借地公立学校和 256 所私立学校学生数量在 4200 人左

右，学生数量在总人口中达到 3%左右，成为当时青岛社会力量的

重要组成部分[5]。在课程设置方面，新式学校与传统私塾具有明显

差别，除了关注个人修养和人文科学外，同时开设了算术、地理、

商业技术性等具有较强实用性的课程。大多数学生毕业后进入机

关、企业或者学校工作，其中一些也进入到专门的职业阶层，成为

新闻记者、律师等自由职业者。此类群体知识水平相对较高，思想

更加自由开放，对于新思想、新知识、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更强，但

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未变。一九一二年，德国亨利亲王来访，青岛淑

范女中的学生拒绝参加欢迎仪式。其中部分学生将“不欢迎亨利狗”

等标语写在了黑板上，并直接离开校门，这也被认为是近代我国学

生运动史中首次学生罢课运动。 

2.德占时期青岛社会治理措施 

2.1 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事业 

2.1.1 道路修建 

德占时期道路修建受到德国殖民者的重视，在配套设施方面，

市道中央设立为车行道，两侧为人行道，并在两侧加入雨水沟和车

轮石避免对路面造成损害。道路交叉处设置缓冲带，减少行车过程

中的冲突。对于斜度在 15 度以上的道路，使用石头铺垫防止降雨

冲毁道路。将市道分为多个等级，一级道路有 12 丈宽，二级道路

有 9 丈宽，行车道使用沥青铺建，人行道使用水泥铺建[6]。对于载

重车流量较大的道路，在道路旁加入石道。村道在 6 公尺到 9 公尺

之间，道路中间 4 公尺使用碎石铺建，并在道路两旁栽种树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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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桥梁使用钢筋混凝土或石头进行筑基。 

2.1.2 下水道铺设 

在青岛租借以前，并未修建下水道相关设施。德占时期，德国

殖民者对青岛民众进行统一安置，集中居住，重新规划街道，铺设

下水道设施。主要采取暗渠式下水道，包括了污水管和雨水管等设

施。其中污水管主要是排泄粪尿及其他污水，雨水管主要是疏导雨

水[7]。下水道中不仅有分别铺设的分离式水管，还有混合式水管，

主要修建于青岛市区的中部和东南部。 

2.1.3 自来水厂修建 

青岛靠山面海，地质类型以岩沙型为主，尽管分布着一些小溪

和细流，但是清泉的数量极为稀少。德占时期德国殖民者意识到饮

水的难度，即开始计划建立自来水厂。早期阶段为了快速缓解饮水

问题，在青岛市内打井 1600 余处，通过唧筒吸水供民众饮水。后

来通过不断测量规划，在市区内修建了两座自来水厂，即李村水厂

和海泊河水厂。 

2.2.4 开办电厂 

德占时期，德国西门子率先在青岛市内开办洋行进行发电。由

于当时市政修建仍不完善，电量需求不大，然而德国殖民者为了加

快青岛社会发展，发布明确命令要求洋行进一步增加资本，不断扩

大规模，造成行入不敷出，最终直接导致破产[8]。当时总督府以两

百万马克收购了洋行，并再次投入一百万马克重新添置设备和增加

线路。在日德战争开始之前，处于运行状态的锅炉共有三台，直接

发电机共有三台，发电总容量达到 750 千瓦，最大供给电力约 350

千瓦。除了给两万盏点灯供电之外，还需要给蚌头各种起重机、造

船厂、市内下水道、海军无线电信等根据实际情况供电。 

2.1.5 开设邮局 

近代社会发展中，邮政业是重要的通讯途径。德占时期，青岛

邮政业有两方负责，不仅有总督府开设的德国邮政局，还包括国内

开设的邮政局[9]。但国内邮政局业务量远远不及德国邮政局，即便

邮票也属于德国邮票。德占时期在的德国邮政局负责下青岛邮件数

量不断增多，也体现了青岛和其他地区联系的日益增加。伴随邮政

业务的持续壮大，逐渐构建起相应的邮政通信网络。一九一一年由

济南的中国邮政局和德国邮政局联合负责青岛、上海等地的通信。

除了邮政以外，电讯也是现代信息沟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电报

和电话。随着青岛开蚌，德国殖民者将以往的报房改造为电报局，

并且还开设了无线电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2 地方政府领导，社会组织提供公益服务 

2.2.1 教育方面 

首先，大力兴办基础教育学校。此类学校重要根据中国在一九

零四年制定的教学计划，学制共五年，被称为蒙养学堂。大多数蒙

养学堂由传统私塾改造而成，中国和德国教师共同授课。首所华人

学校创设于一八九八年五月，将德语、地理、算术作为教学重点。

一九零零年总督府撤出学校经营，柏林信义会直接负责，转变成为

教会学校。一九零三年总督府再次介入学校经营，随后出台《关于

开办华人学校公告》，正式宣布分别于法海寺和台东镇的两所华人

小学招生[10]。其次，大力兴办职业教育学校。德占时期总督府在青

岛先后开设思索职业教育学校，其中于一九零二年开设的造船厂徒

工学校是当时时间最久、培养学生最多的学校。其中由德国海军委

派的副总办处理学校日常事务，造船厂总技师兼任学校总办。最后，

开设德华大学。一九零九年中国和德国在青岛共同创立青岛特别高

等专门学堂，也就是德华大学。这是德占时期青岛唯一一所高等教

育学校。其中涵盖初级部和高级部，除了日常每月缴纳十马克膳食

费外，初级部另缴纳一百马克学费，高级部二百马克学费。初级部

学生通过结业考试可进入高级部，高级部含有医科、法政、农林等

学科。 

2.2.2 医疗与防疫 

德占时期，由辅政司处理卫生防疫相关事务，巡警总局上报疫

情。总督府明确规定，若租借地内爆发传染病疫情，巡警总局须立

即派出相关人员进行指挥，迅速开展消毒、隔离工作。同时向疫区

公众宣传相关知识，控制疫情进一步传播。设置的传染病治疗结构

包括总督府医院、同善会医院、福柏医院等。 

2.3 地方政府领导，民众参与提供公益服务 

2.3.1 加强环境保护 

德占时期，德国殖民者重视侨民的生活质量，积极开展青岛城

市绿化工作。针对原住民砍柴的习惯，德国当局加大对植树造林的

宣传力度，积极劝导民众取消砍树烧柴的习惯。同时颁布各项森林

保护法规以及野生动物、鸟禽保护法令，对于违法相关规定者，给

予处罚金或者拘留。此外德国当局设立农林局，指派林业技师负责

经营，从世界各地采集不同树种进行试种，鼓励民众积极参与造林。 

2.3.2 大力发展报业 

德占时期，德国当局对政治、经济进行严格控制，但在思想、

文化方面则给予相对自由的空间。创办报纸仅仅需要到市政厅登

记，再无其他严格要求。因此，在德占时期同期阶段，青岛相较于

中国其他城市的报业创办环境更加宽松自由。 

3.结语 

综上所述，德占时期青岛社会治理不仅涉及水、能源等自然资

源，而且包括教育、医疗防疫等社会服务，除此之外还涵盖知识、

信息等非物质性资源，范围广泛，成效显著。通过十多年的社会治

理，青岛城市功能出现显著变化吗，商贸发展迅速，工业经济持续

提升，成为繁荣发展及生机勃勃的新兴城市，极大程度加快了青岛

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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