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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生活水平探析
(

%BB$V%CAC

年)

!

周建明

摘
!

要!

67

世纪末期至
!"

世纪
9"

年代"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德国由分

裂走向统一后"经济快速发展"逐渐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时期

人们的收入在提高"物价也在不断上涨"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在不断发生变化#综合分析

各行业收入增加和物价上涨的幅度得知"总体而言"收入增加的幅度略高于物价上涨的幅

度"人们的购买力有所提高"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有所改善"购买非食品的支出明显增加"用

于住房$家具$交通(包括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支出比例上升"显示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生活水平

6<;6

年"德意志帝国结束了长期战乱分裂的局面"以一个统一的形象出现在欧洲"以

铁血宰相俾斯麦为代表的德国政府在巩固政权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社会经济#

一方面建立统一的市场"制定商业法$营业自由法$关税法$货币法等经济法规"为德国经

济发展制定了法律保障#另一方面推行-疾病保险法.$-意外事故保险法.和-老年和残废

保险法.等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和医疗保险制度"为德国

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外交上运用各种外交手段斡旋于欧洲各国之间"为德国

赢得了
!"

年经济发展的时间"使德国进入经济快速发展期#

在统一前的
67

世纪"德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农业国"而到
67

世纪末"德国

已华丽转身成为发达的先进工业国#号称日不落帝国一向傲慢的英国人这时惊奇地发

现"%身上的衣服是德国缝制的"少女们周末穿的漂亮披风与上衣来自德国#更让人吃惊

的是生活中有许多东西都产自德国"如孩子们的玩具$童话书"厨房用品$排水管$收音机$

纸张$铅笔"就连周末歌剧院里上演的歌剧也是德国人创作的"演员无一例外是德国

人#&

!至
676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在德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德国人生活水平如何"本文试图从其收入$物价$消费状况几个方

面作一初步的探析"以反映德国人在这一时期的生活水平状况#

一$

%C

世纪末
#$

世纪初德国民众的收入状况

%求一国之经济状况者"其最后目的"非徒知其进口出口之货额"或铁制品与纺织品之

产额"以此皆不过求之之法耳#其真目的"则在直接或间接求其国民富庶之等级"及其原

因"使他国知其利而行之"惕其害而去之耳#&

"分析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不仅要了解其进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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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口的情况和制成品的产量"还要探讨经济发展对该国民众生活的影响#德国在
67

世纪后半期完成统一

后"民众的收入状况如何+ 为便于具体了解当时德国各行业收入的状况"这里列出德国方面的统计资料#

表
%

!

德国工业$手工业工人年均收入表!(

%BB$V%CAC

年"指数以
%BB$

年为
%$$

)

!!!

行业
年份

!!!

金属制造 纺织 木材 印刷 建筑
马克 指数(

r

) 马克 指数(

r

) 马克 指数(

r

) 马克 指数(

r

) 马克 指数(

r

)

6<<" ;:! 6"" :5" 6"" 59: 6"" 667< 6"" ;"7 6""

6<7" 768 6!9 8"7 666 ;77 6!5 6:"! 66; 7"" 6!;

67"" 6";7 6:8 87: 6!7 7!" 6:8 696; 66" 6";! 686

676" 6955 6<: ;6< 685 669" 6;< 6:!9 667 69!! 6<5

67!8 6;96 !99 6"67 !!! 6676 6<< 6<:: 68: 6786 !;8

679" !8;: 9:; 6875 9:; 67:: 9"5 !7;8 !:< !877 95;

6797 !599 988 698; !78 6<!; !<< !56" !6< !6:! 9"!

表
#

!

德国交通业工人年均收入表"(

%BB$V%CAC

年"指数以
%BB$

年为
%$$

)

!!!

行业
年份

!!!

铁路 邮政 航运 其他交通业
马克 指数(

r

) 马克 指数(

r

) 马克 指数(

r

) 马克 指数(

r

)

6<<" 77" 6"" 6"96 6"" 8;5 6"" 57" 6""

6<7" 66;" 66< 7<7 75 ;"! 6!! ;;5 66!

67"" 6!76 69" 66;6 66: ;<" 698 <7; 69"

676" 656; 659 6:87 6:! 6"85 6<9 6696 65:

67!8 !5;< !;" !:5" !97 !"7; 95: 6777 !7"

679" 9!5: 9!7 !<;; !;7 !586 :5" !8"8 959

6797 !<68 !<: !855 !:7 !"55 987 !6;5 968

表
A

!

德国服务业工人年均收入表#(

%BB$V%CA"

年"指数以
%BB$

年为
%$$

)

!!!

行业
年份

!!!

管理$教育$培训 卫生$神职$文学$艺术 药剂师$理发师
马克 指数(

r

) 马克 指数(

r

) 马克 指数(

r

)

6<<" 6;;< 6"" !69: 6"" <"8 6""

6<7" 67:; 66" !995 6"7 769 669

67"" !"88 665 !:55 665 6"8; 696

676" !:"7 698 !<76 698 69"9 65!

67!8 9597 !"8 :95; !": 67!< !97

679" ::85 !86 89:; !86 !:99 9"!

679; 959" !": :985 !": !"7! !5"

表
&

!

德国各行业工人年均收入表$(

%BB$V%CAC

年"指数以
%BB$

年为
%$$

)

!!!

行业
年份

!!!

农$林$渔业 采矿$盐业 工业$手工业 交通业 商业$银行$保险$餐馆
马克 指数(

r

) 马克 指数(

r

) 马克 指数(

r

) 马克 指数(

r

) 马克 指数(

r

)

6<<" :"9 6"" ;8" 6"" 8<< 6"" <:: 6"" 5:" 6""

6<7" :6; 6"9 6""8 69: ;97 6!5 75; 668 ;!5 669

67"" 866 6!; 6!!" 659 <;; 6:7 66"9 696 <:6 696

676" 56< 689 69:; 6<" 66"5 6<< 6:"6 655 6"95 65!

67!8 7!! !!7 !"95 !;6 6;8: !7< !:<: !7: 6;"" !55

679" 69"7 9!: !8<" 9:: !!"< 9;5 !7<9 989 !!"; 9:8

6797 6";" !55 !5:! 98! 677: 997 !8;9 9"8 6776 9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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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统计数据显示各行业收入的情况"我们可得到几点认识!

第一"德国民众的收入状况以
67""

年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67""

年前民众收入普遍较低"在

上述有统计的行业中"除从事管理$服务行业的工人和印刷$铁路$采矿$盐业部门年均收入超过
6"""

马克外"绝大多数的行业年均收入低于
6"""

马克#而进入
!"

世纪后"人们的年均收入普遍超过
6"""

马克#至
9"

年代"除纺织$服装$制鞋业"木材加工$造纸$食品$农$林$渔业外"绝大多数行业的年均收

入已超过
!"""

马克#就行业比例而言"约
6

4

:

的行业年均收入低于
!"""

马克"其余的行业均高于

!"""

马克#

第二"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渔业"与其它行业收入的差距明显#

6<<"

年这些行业年均收入仅

:""

余马克"近
5"

年后"年均收入增加了
!M55

倍#收入最高的行业为卫生$神职$文学$艺术类的从业

人员"同时段内收入增长了
!M":

倍#虽收入绝对值相对较高"但增长的幅度低于农$林$渔业#农$林$

渔业的收入水平
6<<"

年时不及收入较高的交通业的一半"约占
:<r

"而到
!"

世纪
9"

年代末"则下降

至约占
:!r

左右"收入差距有加大的趋势#

第三"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战结束后"各行业收入的增长幅度普遍有较大

提高#其中只有表
6

工业$手工业部门工人的收入增幅相对较小"而表
!

$表
9

$表
:

中所涉及的部门一

战后收入增幅均有较大提高#交通业涉及的铁路$邮政$航运部门
68

年间年均收入提高
6"""

马克以

上"如铁路部门从
6<<"

年至一战前的
676"

年
9"

年中"收入仅增长了
5!;

马克"而从
676"

年一战前至

一战结束后不久的
67!8

年仅
68

年时间"收入却增长了
6"56

马克"不仅增加的数额多"而且速度快#邮

政$航运业与服务业的情况也类似#%从
67!8

年到
67!7

年"国民收入增加了
!:r

"工资和薪水收入增

加
!7r

#&

!

第四"从收入结构来看"第一产业的农$林$渔业和第二产业的工业收入较低"收入增长的速度较慢#

而第三产业服务业收入高于第一$第二产业部门"收入增长的速度也较快#

第五"统计数据反映"从
6<<"

至
679"

年
8"

年间"德国绝大多数行业收入增加
9

倍以上"指数以

6<<"

年为
6""

"至
679"

年大多超过
9""

"最高的航运业超过
:""

#服务业收入较高"但收入上升的幅度

缓于其它的行业#

679"

年后"收入呈下降趋势#

上述的收入状况在当时能达到怎样的生活水平"还需要进一步对当时的物价和消费水平进行分析#

二$

%C

世纪末
#$

世纪初德国的物价状况

在
67

世纪末和
!"

世纪初期"德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低物价的阶段"从日常生活食品价格可以大致反

映出这一状况#

表
-

!

德国肉$蛋$禽$鱼食品价格表"(

%BB$V%CAB

年"指数以
%BB$

年为
%$$

)

食
品

年
份

牛肉 小牛肉 猪肉 羊肉 内脏 猪油
马克!

公斤
价格

指数(

r

)

马克!

公斤
价格

指数(

r

)

马克!

公斤
价格

指数(

r

)

马克!

公斤
价格

指数(

r

)

马克!

公斤
价格

指数(

r

)

马克!

公斤
价格

指数(

r

)

6<<" 6M6: 6"" "M77 6"" 6M!! 6"" 6M"< 6"" "M79 6"" 6M59 6""

6<7" 6M9" 66: 6M!! 6!9 6M:6 665 6M!9 66: 6M"; 668 6M;< 6"7

67"" 6M!5 666 6M!< 6!7 6M!7 6"5 6M!: 668 6M"6 6"7 6M88 78

676" 6M87 697 6M;7 6<6 6M5! 699 6M55 68: 6M!; 69; 6M7" 66;

67!8 !M!; 677 !M:: !:5 !M:7 !": !M65 !"" 6M<! 675 !M75 6<!

679" !M9! !"9 !M5" !5! !M9" 6<7 !M87 !:" 6M<! 675 !M:7 68!

679< 6M5; 6:5 !M"5 !"< 6M59 69: 6M<5 6;! 6M98 6:8 !M66 6!7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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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续)

!

德国肉$蛋$禽$鱼食品价格表!(

%BB$V%CAB

年"指数以
%BB$

年为
%$$

)

食
品

年
份

牛油 家禽 鱼 蜂蜜 蛋 牛奶及奶制品
马克!

公斤
价格

指数(

r

)

马克!

公斤
价格

指数(

r

)

马克!

公斤
价格

指数(

r

)

马克!

公斤
价格

指数(

r

)

马克!

公斤
价格

指数(

r

)

马克!

公斤
价格

指数(

r

)

6<<" "M<< 6"" "M<7 6"" "M;" 6"" !M": 6"" "M"8 6"" "M6! 6""

6<7" "M<: 78 6M"7 6!! "M8: ;; !M!7 66! "M"5 666 "M6! 6"!

67"" "M;" <" 6M68 6!7 "M;8 6"; 6M75 75 "M"5 667 "M6! 6"9

676" 6M"5 6!" 6M5" 6<" "M;! 6"9 !M<9 697 "M"< 697 "M68 6!:

67!8 6M6; 699 !M78 996 "M7" 6!7 9M;! 6<! "M68 !<8 "M!5 !67

679" "M79 6"5 9M68 98: "M78 695 !M;; 695 "M69 !:9 "M!" 6;:

679< "M5! ;" !M8" !<6 "M55 7: !M;" 69! "M6! !!! "M6; 6:5

表
!

!

德国嗜好品价格表"(

%BB$V%CAB

年"指数以
%BB$

年为
%$$

)

商
品

年
份

葡萄酒 啤酒 烧酒 烟草 咖啡 茶 可可 盐

马克!

公斤

价格
指数
(

r

)

马克!

公斤

价格
指数
(

r

)

马克!

公斤

价格
指数
(

r

)

马克!

公斤

价格
指数
(

r

)

马克!

公斤

价格
指数
(

r

)

马克!

公斤

价格
指数
(

r

)

马克!

公斤

价格
指数
(

r

)

马克!

公斤

价格
指数
(

r

)

6<<" "M8< 6"" "M99 6"" 9M"6 6"" 8M:! 6"" 9M8! 6"" ;M:; 6"" 6M75 6"" "M!" 6""

6<7" "M59 6"< "M96 7: 9M6! 6": 5M98 66; 9M5; 6": 8M76 ;7 6M7" 7; "M67 78

67"" "M;" 6!6 "M99 6"" !M<< 75 ;M7" 6:5 9M!5 79 8M58 ;5 !M66 6"< "M!" 6""

676" 6M"; 6<: "M9: 6"9 :M"8 698 7M;6 6;7 9M!" 76 8M66 5< 6M59 <9 "M!" 6""

67!8 6M!9 !6! "M;9 !!6 7M!8 9"; 67M!7 985 ;M6; !": 7M!" 6!9 "M65 ;<

679" "M77 6;6 "M<6 !:: 6!M76 :!7 !9M"" :!: 5M<9 67: 7M6! 6!! :M"" !": "M65 <"

679< 6M:! !:8 "M;8 !!; 7M59 9!" !6M7: :": 8M!8 6:7 66M5" 688 9M88 6<6 "M!5 69"

据上述德国霍夫曼教授所统计的
67

世纪末和
!"

世纪初期德国日常生活食品的物价"反映出以下

几个方面的状况!

第一"

67

世纪末德国日常生活用品的物价较为低廉#如
6

马克可大约购买
65U6<

个蛋"

<

升左右

牛奶"

6

公斤小牛肉或是内脏"

9

升啤酒或是
6M;

升葡萄酒#这些商品每公斤的价格都低于
6

马克#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物价增幅较大#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上扬一倍甚至更多"如蛋类价格上涨翻

番"牛奶$家禽价格上涨的幅度也近一倍"牛肉的价格上涨超过了
:"r

"啤酒$烧酒$烟草$咖啡价格的涨

幅也都飚升一倍以上#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市场物价的一个分水岭#

第三"商品价格发展呈波动趋势#商品价格在不断上涨的同时"也有商品的价格时有回落#

67""

年食品类商品中牛肉$猪肉$猪油$牛油$蜂蜜价格有所下滑#

679"

年猪肉$猪油$牛油$蜂蜜的价格也低

于前期#战前嗜好品中咖啡$茶$可可的价格均有所下降"到
!"

世纪
9"

年代"葡萄酒$咖啡$茶的价格再

次低于前期#至
679<

年则所有的商品价格均走低#显示出德国日常生活用品市场价格升中有降"起伏

发展的趋势#

第四"价格指数上涨的幅度较缓#从
6<<"

年至
679"

年
8"

年间"表
8

中生活必需品价格指数上涨

幅度大多低于
!""

"超过
9""

的只有家禽#嗜好品上涨的幅度稍高"其中烧酒和烟草上涨的幅度最大"

超过
:""

#

另一方面"除食品外"从其他日常生活用品价格指数综合考虑"我们能看到更全面的价格走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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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德国日常生活用品市场价格指数表!(

%BB$V%CAC

年"

%C%A

年为
%$$

)

类别
年份

!!

食物 嗜好品 住房 家具$家用
器具$暖气

服装$纺织品$

皮革制品
健康$保健$

洗涤
家庭日
常开支

教育$

休假 交通

6<<" <"M7 ;;M8 <5M6 5<M7 666M; <;M7 56M5 <5M" 6::M!

6<7" <!M7 ;7M! <6M8 <;M; <9M: <7M5 58M6 <!M! 6!;M7

67"" <"M: <9M< <9M6 7"M! 7!M; 76M! ;8M! <!M< 668M7

676" 7<M! 78M8 78M6 7:M9 66"M6 75M8 76M7 78M" 77M5

6769 6""M" 6""M" 6""M" 6""M" 6""M" 6""M" 6""M" 6""M" 6""M"

67!8 6:9M5 67"M9 <6M8 6:9M: 6;9M! 6!5M6 6:8M6 695M! 66<M!

679" 69:M5 !6"M6 6!7M" 6:9M< 659M; 696M7 68:M: 6:;M! 665M8

679< 666M7 67;M; 6!6M! 668M" 69"M8 66<M7 686M! 6!9M5 <:M8

上述综合价格指数反映出日常生活用品市场价格的基本趋势如下!

第一"大部分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指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呈缓慢上升趋势#但服装$纺织品及交

通几类有所不同"反而呈下降趋势#交通更为明显"从
6<<"

年到一次世界大战前的
9"

余年中"价格指

数下降了
:"r

以上#而服装$纺织品等则是先降后升#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价格指数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上升幅度最大的是嗜好品"提高了
7"r

以

上#其次是服装$纺织品等商品"增幅超过了
;"r

#食品$家具$暖气及家庭日常开支排在第三"上升的

幅度超过
:"r

#令人费解的是在各项开支中"住房是不升反降"又回落到
6<7"

年时的水平"之后再反

弹上升#

第三"

!"

世纪
9"

年代后"各类商品价格指数普遍再度呈下降趋势#在
6<<"

到
679<

大约近
5"

年

时间里"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日常生活用品价格指数给人们展示了一条先升后降的曲线#

三$

%C

世纪末
#$

世纪初德国的消费水平

67

世纪末期"随着德国统一后经济实力的不断加强"逐步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人们的收入有所

增加"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表
B

!

德国家庭食品消费结构表"(

%C$"V%CA"

年 "单位为
W

)

年
!!

份
!!!

商
!!

品 67"; 67!; 679;

6M

植物性食品
:"M7 9!M5 9"M6

其中

面包$焙烤食品$面粉$大米$豆类植物$粮食制品!!

!5M9 67M" 6;M9

土豆
5M! 5M: :M5

蔬菜和沙拉
!M" 9M! !M8

糖
9M5 :M" 8M;

水果及热带水果
!M< :M< 8M<

!M

动物性食品
88M< 8<M8 87M:

其中

肉类$肉制品$牛油$猪油等
9"M; 96M! 9"M7

蛋
9M" :M: 8M"

牛奶和奶制品
!"M" !"M5 !"M5

鱼
!M6 !M9 !M7

9M

其他 人造黄油$食油等
9M: :M! :M8

这份统计给人们展示了这一时期德国家庭日常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

一方面植物性食品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

9"

年时间下降了
6"

个百分点以上"其中粮食类食品面

*

5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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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生活水平探析(

%BB$V%CAC

年)

包$面粉$粮食制品等日常生活主食下降了
9"r

以上"土豆的消耗量也减少了
!8r

#而水果$糖的消耗

量上升"水果的消耗量增幅明显"多达一倍以上#

另一方面动物性食品消耗量则相反呈上升趋势"虽然变化的幅度不如植物性食品"总体看提升了近

:

个百分点#其中蛋的消费上升最明显"提高了
55r

#这一消费结构变化说明人们餐桌上的肉$蛋等高

蛋白$高热量$高脂肪的食品增加了"而价格相对低廉$卡路里含量也较低的粮食类食品有所减少"表明

人们花费在肉类食品上的费用增加了"餐桌上肉多了$水果多了"粮食少了"这种比例变化的结果是营养

结构有所改善"生活水平提高了#

从另一份综合统计表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消费水平变化的另一个层面#

表
C

!

德国私人生活消费结构表!(

%BB$V%CAB

年)

!

消费项

年代
!!

食物 嗜好品 住房
家具$暖气$

家用器具$

照明

服装$

纺织品$

皮革制品

健康$

保健$

洗涤$

家庭日
常开支

教育$

休假 交通 总计

r

百万马克

6<<"

"

<: 97M< 65M8 69M7 :M! 65M! !M8 :M: "M< 6M; 6::65

6<7"

"

7: 97M7 65M! 69M< 8M7 6:M; !M< 9M< "M7 !M6 6<5<:

67""

"

": 97M9 68M: 6:M: 5M5 6:M: 9M6 9M6 6M6 !M5 !8:<!

676"

"

69 97M! 6!M< 68M; ;M: 6:M9 9M: !M< 6M9 9M" 95;9<

67!8

"

!7 9;M! 69M7 66M9 6"M9 68M" 9M; !M8 !M< 9M9 8<775

679"

"

9: 95M; 69M: 65M! <M9 66M7 8M! !M9 !M< :M! :7799

6798

"

9< 98M< 69M7 68M: <M6 6!M" 8M6 !M: 9M5 9M; 8:"":

从表
7

可见"从
6<<"

到
679<

年近
5"

年时间里"食品$嗜好品$服装的消费比例在下降"分别下降了

:

个百分点左右"而在健康$保健$教育休假$交通等方面的开支则有所增加"其中花在教育$休假方面的

费用增加了
:M8

倍#以比例而言"在所有开支中增幅最大"这类开支
67

世纪
<"

年代在私人消费结构中

比重不足
6r

"可谓无足轻重"占家庭日常开支的比例也只有
6

4

8

不到"而到
!"

世纪
9"

年代末"所占比

例已超过家庭日常开支的花费"说明人们的消费中有更多可支配收入用于教育与休假#根据恩格尔系

数原理"食物在人们日常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越低"意味着人们的收入越高"可以用在其他方面的收入

也更多"因而生活水平也更高#这一消费结构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德国民众生活消费水平的缩影#

以往人们对这一时期德国生活水平的估计往往偏低"事实上德国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

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活水平$消费水平应比以往人们观念中要高#美国学者对德国
67

世纪末
!"

世

纪初生活状况进行考察后"对其进行较为具体的描述反映了这一事实#%美人以为德国景况"必困苦遍

地"贫乏满野"及至德境"未有不骇然以惊者#诸大城镇中"求如纽约之东边"或支加哥市之海渥"虽其貌

不可得也"柏林全市"无类美国之贫民窟者"初以为此必市政之功"使柏林清洁严整"甲于天下"然犹未能

深信"以为贫民窟虽未见于外"彼平檐相属"白垣一色之中"望之如时式之家如登堡街者"必有贫民窟情

形在焉#美客来游者"以为其人必贫"而儿童相逐于市也"夫贫征未尝无之"然为一种森肃如死之状"与

美国可憎贫民窟之情形大异#至如英褴褛污秽之醉汉"以利物浦$孟加斯德称最者"则未曾有也#初以

为是必德政府以大宗济贫款免民于极贫"苟一经考详"则知德政府所用济贫之款少于英"而德丐类亦较

英为少"司木勒教授
A&3)MBID>3FF$&

谓英之济贫款二倍于德也#&

"

四$结
!

语

综上所述"德国在
67

世纪末期至
!"

世纪
9"

年代这一时段里"收入与物价均呈上涨趋势"然物价与

收入"哪一方面上涨的速度更快+ 两相比较"我们通过上述各行业收入变化和日常生活用品价格变化的

*

;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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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及其指数"对这一时期德国生活水平的状况可以得到以下明晰的认识#

其一"收入上涨的幅度略高于物价上涨的幅度#从上述统计行业中选择收入指数上涨较高的航运

业和收入指数上涨较低的管理$培训业'商品中选择日常生活必需品中的肉类$禽类$蛋类$奶类$水果类

商品作一比较"可大致反映这一时期收入与物价上涨幅度的差异#航运业收入指数从
6<<"

年至
679"

年上涨了
:5"

"即使
679"

年后有所下降"也还达到
987

#服务业收入较高"但收入上涨指数却较低"管

理$教育$培训类行业同期收入上涨指数
679"

年最高时只有
!86

"而
9"

年代末则降至
!":

#而物价上涨

的幅度"至
679"

年肉食类上涨指数最高的为家禽"价格指数为
98:

"

9"

年代末降至
!<6

"低于航运业收

入的上涨指数#上涨指数较低的是鱼"

679"

年上涨指数为
695

"牛油更是只有
6"5

"至
9"

年代末"鱼和

牛油的价格指数更是分别跌到
7:

和
;"

"均低于
6<<"

年的水平#而收入指数上涨最低的行业"也高于

这一水平#至
679"

年"所有行业收入增加的指数都超过了
!""

"大部分行业超过了
9""

"少数甚至超过

了
:""

#而物价上涨指数低于
!""

者居多"鱼$猪肉$牛奶及奶制品$蜂蜜$葡萄酒$咖啡$茶上涨指数都

在
6""

至
!""

之间"超过
!""

的只有啤酒和可可"烧酒和烟叶涨幅较大"超过了
:""

"但烧酒和烟叶并非

生活必需品"其涨价幅度高对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消费水平影响有限#%德人在觉得稍富时"便吸雪茄"如

果场况渐趋不佳"他就吸烟丝了#&

!总的看来"大部分行业收入指数上涨的幅度达到
9""

"而物价指数上

涨的幅度大部分低于
!""

"两相比较"收入上涨的幅度应高于物价上涨的幅度#美国学者对德国工资收

入和物价上涨的情况进行分析后认为!%物价虽涨未尝尽蚀增长工资之余资33近年工资大增"超过生

活之需"德民与国家同享丰盛之利#&

"

其二"购买力有所提高#以牛肉为例"

6<<"

年金属制造业工人年均收入为
;:!

马克"折合为每月约

5!

马克"而当时牛肉的价格为
6

公斤
6M6:

马克"由此金属制造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可购买约
8:

公斤

牛肉#而
8"

年后"

679"

年金属制造业工人的年均收入上升至
!8;:

马克"折合平均每月
!68

马克#牛

肉的价格
679"

年上涨为
6

公斤
!M9!

马克"这样按其收入可购买约
79

公斤"消费能力提高了近一倍#

6<<"

年啤酒的价格为
6

公斤
"M99

马克"金属制造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可购买约
6<<

公斤"至
679"

年

啤酒的价格上涨至
6

公斤
"M<6

马克"金属制造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折合可购买约
!55

公斤啤酒"购买

力也增加了
:"r

以上#德国人以酷爱饮啤酒而著称"啤酒的人均消耗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与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啤酒购买能力的增加"可见消费能力有明显的提高#

其三"生活水平有所改善#这一时期用于购买非食品的支出明显增加"由表
7

可见"人们用于住房$

家具$交通(包括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支出比例上升"显示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德国人较为务实"

生活消费相比较于英$美人而言更为简朴"社会风气酗酒$赌博者比英美要少#%近来戒酒之声德境颇不

乏"英美则尤少#而绝不沾唇者则甚少"德工之酒精饮者更少33妇人醇酒为英国习见之事"德则甚少"

与美国同#德国之费于饮者少"费于博者尤少"赛马$牌戏"德则无有"赌馆亦甚寥寥#&

#由此可见"德国

人日常消费花在生活必需品之外的费用比英美国家要少"因而能将更多的费用花在生活必需品方面"由

此在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德国人的生活水平相对要高#德国人往往能够%以小入款而注其全力以利用

之"至于其极"实为不可思议之事&#美国学者禁不住惊呼%德人家庭每日用七角五分至一美元之奇

迹&

$即能维持日常生活"这在美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这一方面反映了德国人生活的节俭作风"

也反映了德国人日常生活消费的支出相对美国人较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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