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铁路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近代铁路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13位ISBN编号：9787532877010

10位ISBN编号：7532877019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

作者：王斌

页数：27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近代铁路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内容概要

本书考察德占青岛时期，胶济铁路的建设、运营、技术与管理；继而探讨技术转移过程中出现的冲突
与调适、中国民族主义对胶济铁路的影响以及胶济铁路对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最后分析总结了
胶济铁路技术转移的特征、局限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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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为中国铁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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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关于胶济铁路的书，我读过《胶济铁路史》，现在看来，线条较粗，意识形态味儿太重。读过《
德国侵略山东史》，尽管涉及胶济铁路，但不是主题，感觉又不太解渴；读过德国学者余凯思的《在
“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大部头，挺厚重，但过于学术。而《近代铁路技术向中国的
转移》，取德占青岛十七年为节点，展示了早期胶济铁路的修建发展过程，内容丰富，史料扎实，这
得益于作者攻德语，又攻历史，许多史料取自德国原始文献，弥足可贵，值得一读。
2、1897年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占领胶州湾，次年迫使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强
租胶州湾并攫取在山东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等权利。1899年德国人开始修筑青岛—济南铁路（胶济铁
路），1904年全线通车，德国人经营胶济铁路直至一战爆发。关于这条铁路的故事，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莫言先生在其名著《檀香刑》中做过生动描述，尤其对高密东北乡乡民与德国人的冲突斗争进行了
深入刻画，足见这条铁路对民族心理的影响。由于铁路对中国近代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各方面均
有极大影响，关于中国近代铁路史的研究论著非常多，从早期集中于铁路外债和对外交涉方面（如曾
鲲化《中国铁路史》），到后来以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为主线（如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
：1847-1949》），以及关注于铁路与经济社会发展（如张瑞德《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
：1905-1937》）。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斌新近出版的著作《近代铁路技术向中国
的转移——以胶济铁路为例（1898-1914）》，则独辟蹊径，从技术转移角度，深入考察德占青岛时期
，胶济铁路的建设、运营以及技术与管理，继而探讨铁路技术转移过程中出现的冲突与适应，为中国
铁路史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该书基于作者查阅了丰富翔实的德文档案和中文史料而著成，填补了国
内学界对该时段胶济铁路史系统研究的空白，对于研究中国铁路史、中德关系史和山东近代史等，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铁路首先是作为一项先进技术而出现的。自1825年英国开通世界上第一条
铁路后，铁路在欧美国家广泛而迅速地发展起来。伴随欧美列强的殖民扩张，铁路技术也被传播到世
界的其他地方。然而技术转移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活动，而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科学、文
化诸因素的复杂的社会过程。欧美商人在中国修筑的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在运营一年多以后被清政府
赎回拆除，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在建成的次年才被准用机车牵引，便是这一过程艰难与
复杂的明证。胶济铁路在修筑和运营过程中，遭遇了来自传统社会的抵抗，产生各种矛盾冲突，德国
人不得不采取手段解决冲突，以适应本土的社会文化环境。王斌的著作以胶济铁路建设运营的基本史
实为基础，对技术转移中的冲突与适应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探讨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影响，而非
单纯的技术影响社会。全书除引言外，共分六章。第一、二章详细叙述了胶济铁路建设和运营的基本
史实，第三、四、五章以史实为基础，深入探讨了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末章结语分析总结了胶济铁路
技术转移的特征、局限和模式。作者在第一章中详述了胶济铁路建设的背景和历史过程等。19世纪70
年代德国统一以后，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产生了对外扩张的要求。而德国之所以选定胶州湾作为在
华据点，与山东丰富的煤炭资源和李希霍芬提出的以胶州湾为中心的铁路网计划密不可分。在逼迫清
政府签约租地之后，德国辛迪加成立山东铁路公司，负责胶济铁路的修筑和运营。德国人在经营铁路
的同时，也发展了采矿、铁路邮政和电报等。第二章主要从人和设备两方面对技术进行考察。一方面
，山东铁路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主要来自德国，整个建设期间，工程技术人员的总数保持在50人左右
。公司首任总办锡乐巴早在1891年即作为铁路建设专家被派到德国驻京使馆工作，随后为张之洞效力
并在其举荐下成为胶济铁路负责人，任总办一职近十年之久。锡乐巴回德国后，其胞弟锡贝德继任总
办。另一方面，根据德国政府授予辛迪加的铁路许可权规定，铁路建设要尽可能地购用德国材料，所
以胶济铁路的材料设备均由德国企业提供，所采用的技术标准考虑了当地条件。第三章通过几个具体
事例来分析技术转移中的冲突与适应及其影响因素。胶济铁路修筑初期发生数次暴力冲突，其直接诱
因在于德国人野蛮粗暴的行为方式，而深层次原因主要可以归于文化因素（“风水”和坟墓文化）和
利益因素（土地产权和农田排水），德国人解决这类问题的办法是通过与地方官府和乡绅合作，由后
者出面协调。另一方面，随着铁路逐段通车，民众也逐渐认识到铁路的好处，对铁路的反对随之减少
，铁路车站由最初多建在县城外围变为靠近商业中心，同时官府也支持山东铁路公司在一些重要城镇
修建了火车站周边的公路。为扩大胶济铁路的影响，铁路公司积极建立胶济铁路与其他运输线（津浦
铁路、黄河、小清河及海运）的联系，而在与津浦铁路实现连接的过程中，遭遇了中德两国国家利益
的冲突，于是出现了两座相距很近却分属两条铁路的济南车站。第四章探讨了中国民族主义对胶济铁
路的影响。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民族主义日益增强，中国人开始努力根除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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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及其后的几任山东巡抚积极推行“新政”，以理性的态度处理对外关系，通过扶植民族工商业发展
来对抗外国经济势力入侵，坚决维护主权。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前夕，济南、潍县、周村成为自开商
埠，在保持主权的前提下引入其他国家的势力，以遏制德国独占山东。随后山东省通过业务竞争和政
治手段，逐步收回邮政权和电报权，又通过鼓励和支持中国人开矿以及政治施压，迫使德国人放弃在
山东的采矿垄断权。第五章讨论了胶济铁路对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该书所讨论的时间范围内
，胶济铁路对山东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传统经济结构的调整（如商业运输逐渐转向铁路沿线，农业中的
经济作物沿铁路线推广，铁路沿线煤矿数量明显增加，手工业生产的出口导向等），对工业化的影响
则不甚明显。青岛、济南、博山等城市由于胶济铁路而迅速兴起，周村、胶州等则逐渐衰落。青岛取
代烟台成为山东省贸易中心。全书最后，作者分析了胶济铁路技术转移的特征和局限等。胶济铁路技
术转移发生在殖民地与境下，是由技术转移方强加给技术接受方的。但&quot;殖民主义决非一个由殖
民列强对传统社会进行任意改造和施加影响的单方面活动，而是由发生在两个能清楚表达自己意见、
具有行动能力的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所构成&quot;。胶济铁路建设中的冲突与适应正是技术转移双方
相互作用的表现和结果。作为技术转移方的山东铁路公司，其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技术转移在这
里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这就决定了山东铁路公司不可能承担技术转移的全部任务，胶济铁路技术转移
只实现了部分本土化。同时，胶济铁路虽然引起山东社会经济的一些变化，但由于受到中国社会自身
条件制约以及德国统治时间较短，其技术转移的作用不应被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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