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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容克资产阶级的德意志道路 ,在威廉二世时期不仅具有推行

“世界政策”的物质可能性 ,而且具备时代的必然性。德国政治现代化的特殊性使得德意志帝

国明显地带有半专制和半封建性 ,它是产生和实施“世界政策”的政治条件和政策选择 。德国

社会结构现代化的特殊性 ,为“世界政策”提供了内部条件 。德国思想文化现代化的特殊性所

造成的军国主义思潮泛滥和民族沙文主义膨胀 ,为威廉二世“世界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根据

和自我辩解的理由 ,成为其疯狂扩张政策的思想动力。因此 ,“世界政策”绝不是威廉二世个人

作用的偶然 ,也不是帝国主义普遍性的必然 ,而是德意志现代化特殊性的必然结果和必然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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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西方一些史学家称为“出色怪物”的德国年轻皇帝威廉二世 ,1890年刚登上皇位 1年 ,就把“顾命

大臣” 俾斯麦从宰相的位置上倾覆下来 ,并开始“改弦易辙” ,改变俾斯麦的内外政策 ,首先是“大陆政

策” 。威廉二世不无得意地提出了他的“新方针” ,一种“世界政策”的雏形;到 90年代中后期 , “世界政

策”具体定型。根据威廉二世自己解析 ,“世界政策”就是向海外扩张 ,掌握制海权 ,把德意志民族大陆帝

国变成世界帝国 。显然 ,这是一个冒险的争霸和激烈的侵略政策 ,其结果是把德意志民族拉入战争失败

的灾难深渊。为什么会出现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 ? 一些学者把此归因于他的争胜好战和好大喜功的

本性以及神经质的不稳定性格 ,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即使那种广为人们接受的传统解释:德国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垄断需要扩张和战争 ,也显得苍白无力 。我们不能一般地从帝国主义的普遍性概念

中去寻找答案 ,而应从德国这个具体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的特殊性中去求取答案 。帝国主义无疑

也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组成部分 ,但只有研究德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 ,才能把握“世界政策”这一

德国帝国主义的特殊性。

一 、德国现代化的特殊性

(一)德国经济现代化的特殊性

德国经济的现代化没有走上几乎是全盘工业化的英国式道路。虽然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些一般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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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像机械化 、城市化 、市场化和科学化等 ,在德国相继出现 ,但德国仍具自己的特色 。

一是保护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德国不同于英国 ,工业化的过程不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 ,相反是在

工业化的基础上保护农业的发展 ,并在工业革命中互相促进 、相得益彰。保护农业利益主要是为了照顾

政权在握的容克阶级的利益 ,但农业和工业之间保持一种比较平衡的发展却是德国经济现代化的特点

和优点。与大农业相联系在一起的普鲁士领导层也基本上作为德国民族主义的“代表” ,执行一种新的

扩张性的重商主义政策。

二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传统 。德国经济政策中的自由放任传统是微弱的 ,这种传统在德国工业化进

程中逐渐被管辖政策所压倒。1879年铁路国有化就是一例。在各省市 ,甚至进行了更多的社会控制和

调节 。市政府从私人企业那里接收了发电厂 、煤气厂 、自来水厂 、公共运输公司 、屠宰场和其他公用事

业。国家还以许多其他方式干预经济生活 ,就像一个企业家一样实际经营着工业企业 ,国家经营采矿 、

林业和大农场的规模更大 。德国是一个 “公有”和“私有”混合的经济结构 。这两点事实上都同普鲁士

的国家传统直接相关 。俾斯麦政府 80年代采取的社会立法和社会保险 ,也是为了对付社会问题。

三是民族经济的突飞猛进 。德国是在最新科学技术基础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 ,使德国民族经

济在短时间内快速跳跃性地突飞猛进 ,写下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令人惊叹的光彩夺目的一页。德国经

济现代化的这种跳跃性的快速发展 ,也成为德国经济现代化的特殊性的显著表现之一。

(二)德国社会结构现代化的特殊性

统一后的德国 ,在 20年间就完成了工业革命 。较之英法等国 ,其工业革命速度快 ,周期短 ,内容新 ,

有独特之处 ,显得更彻底 ,更深刻 ,更广泛 ,直接引起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明显具有德国的特殊性 。

德国的社会结构 ,其经济结构的变化最为明显 ,集中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 ,是改变了工农业的比例 。工业化是时代的趋势 ,现代化的中心问题是用工业生产力代替

农业生产力 ,并使之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 ,工农业发展的比例是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和不同的现代

化道路形成的。就德国而言 ,第一产业农业类的就业比例 , 1861—1871年占 51%, 1880—1889 年占

47%,1890 —1899年占 41%,而到 1905—1909年只占 36%;第二产业工业类的就业比例相应为 28%,

31%,35%和 38%;第三产业服务业变化不是太大 ,相应为 21%,22%,24%和 26%
[ 1]
(第 528 页)。

第二方面 ,是改变了轻重工业的比例 ,改变了生产资料部类同消费资料部类的比例。德国工业革命

的特点之一 ,就是把工业生产的重心从消费资料转向生产资料的时间提早 ,几乎在工业革命开始阶段就

出现了 ,而在英法等国都是在工业革命后期才完成这种“转化”的 。19世纪 50年代 ,德国生产资料的增

长率为 76%,消费资料的增长率为 40%,就在这个时候 ,德国轻重工业生产的比重 ,两大部类的经济结

构也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重工业生产很快超过轻工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

第三方面 ,科技化是德国工业革命完成的标志之一 ,也是德国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德国工业

生产力诸因素中 ,科学技术因素已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据不完全统计 ,从 1850年至 1900年 ,在重大科

技革新和发明创造方面德国取得 202项 ,英国为 105项 ,法国为 75项 ,德国超过英法之和 ,仅次于美国 ,

居世界第二位[ 2](第 438 页)。这些科技发明与革新涉及工业 、农业 、交通运输业等各个领域 ,尤其是电器

制造 、化工 、电气和光学等工业部门 ,形成一种科技化的生产格局 。正是由于德国的科技化生产 ,德国的

综合国力很快赶上和超过英国和法国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科技化工业强国 。

德国的统一和工业革命的完成 ,促使德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随着大工业体系

的确立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广泛而又深刻地扩展到德国的每个角落 ,包括易北河以东的平原农业地区。

容克大规模地投资工商业 ,从事资本主义的农业企业经营 ,全面资产阶级化了。因此 ,德国资本主义所

有制和容克所有制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 。

与此同时 ,一个现代工业资产阶级崛起 ,并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从 19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 ,他

们的经济力量已经足以影响俾斯麦的内外政策 ,到 90年代中期 ,几乎已经左右了德国政局的发展 。但

是 ,他们在政治上却是越来越贵族化 ,不仅投资于土地和农业企业经营 ,而且以取得贵族封号为荣 、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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跻身于贵族行列 。这一变化正是德国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容克和工业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阶级基础 。现

代工业无产阶级的涌现 ,则是这一时期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 ,这个阶级是随工业革命的广泛深入开展而

不断壮大的。

此外 ,德国阶级结构变化的另一特点是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 、社会面广的“中等阶级”或“中间阶

层” ,它是普鲁士式德国工业化道路带来的一个社会实体 ,介于容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 ,这个

“阶级”并不是随着工业化而不断两极分化终至消灭的 ,相反它是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和本身需

要“创造”出来的 。德国的“中间阶层”内部虽无统一的利益要求 ,他们反对有损自己阶层利益的任何障

碍 ,最害怕自己落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但对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和发家致富的利益主义却情有独钟 。

(三)德国思想文化现代化的特殊性

特殊性之一:容克精神和资产阶级精神的融合

一方面 ,大工业体系的确立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广泛又深刻地扩展到德国的每一个角落 ,不论是工

业发达的地区 ,还是易北河以东的平原农业地区。容克大规模投资于工商业 ,改造庄园 ,从事资本主义

经营 ,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容克所有制往往融合在一起 ,整个容克阶级逐渐完全资产阶级化了 。例如 ,德

皇威廉一世既是大地主 ,又是军火企业克虏伯商号的股东。19世纪 70年代初期 ,帝国议会的 380 个议

员中 ,有 105 人是各种股份公司的发起人 。另一方面 ,资产阶级也极力挤入贵族行列 ,力图贵族化 。这

一变化正是德国政治生活中出现的经济基础 。容克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融合使德国资产阶级的扩张贪欲

同容克的好战精神结合起来 ,融合成一种容克资产阶级侵略精神 。

特殊性之二:普鲁士精神的传承和弥漫

普鲁士精神其实就是军国主义精神 ,即崇尚通过武力和战争手段来达到某种目的 。随着普鲁士统

一德国和实现现代化 、走上世界强国之路 ,普鲁士精神就弥漫和渗透到德国的社会经济 、政治 、精神和文

化领域。这种普鲁士精神不仅继承了弗里德里希大王的“波茨坦传统”的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精神和

传统 ,而且受到适应时代的民族主义改造 ,并随着经济实力的膨胀而膨胀。这种传统把居于领导地位的

大国或强国看做是历史发展的中流砥柱 ,把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仅仅看成是被本种族 、宗教和文明的

使命所驱使的互相斗争 ,企图牺牲他国的利益而为本国谋取利益 。这种思想文化现代化的特殊性必然

成为“世界政策”的思想源泉。

(四)德国政治现代化的特殊性

就经济而言 ,德国是当时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他的工业是建立在世界现代化第二个浪

潮的工业革命中所涌现的各种最新科技基础上的所谓“钢铁时代” 、“电气时代” 。无论在以钢铁 、煤炭为

核心的重工业领域 ,还是电气 、化学和光学等新的领域 ,都向世界展示出巨大的活力和优势。德国垄断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处于前列。与经济的现代化相比 ,德国的政治现代化呈现出缓慢

和滞后的特点。因为政治现代化的核心是民主化 ,而当时德国的政治现代化中的民主因素扩张得十分

缓慢和微小 ,这主要是由于在普鲁士王朝战争下统一德国的同时也将普鲁士的各种封建残余都带了进

来 ,成为一个大普鲁士 。因此 ,政治现代化也深深地打上了普鲁士的烙印:第一 , 宪法规定了普鲁士的

领导地位。普鲁士在德意志帝国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着无可动摇的统治地位和领导地位。

第二 , 宪法规定帝国军队向皇帝个人宣誓效忠 ,普鲁士的军事法规 、军事制度被推行到整个德国。第

三 , 从宪法模式看 ,帝国宪法吸收了普鲁士的 1850 年宪法的主要精神。德意志帝国是现代意义上的普

鲁士 ,即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 、混杂着封建残余 、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 、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 、

并以警察来保卫的 、特别对经济发展加强干预的半专制国家 。国家在现代化经济的发展中起重大作用 ,

这也是德国不同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的独特之点 ,后者是在政府的放任政策下发展起来的。

由此可见 ,政治现代化历经数十年的风雨 ,但德国本质上是专制主义的 ,作为容克地主阶级总代表

的普鲁士国王兼德意志皇帝几乎掌握了一切大权 ,而在封建社会时期作为统治阶级的容克地主阶级摇

身一变 ,又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统治者。在帝国内 ,容克实际上占据着主要的国家官职 、高级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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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并且几乎无例外地占据着军队的官职职位[ 3](第 190 页)。与此对照的是 ,已经变成德国经济上最

强大阶级的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仍然没有取得直接统治地位 ,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国家的政权结

构中没有体现出来 ,他们往往只能通过用来装饰门面的德意志帝国议会 ,加入了统治集团的行列 ,表达

自己的意愿。这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特别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 ,是很少见的。

众所周知 ,德国在经济上经过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后已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强国 。到第

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其在经济上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理所当然”地要求取得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

然而在政治上 ,以普鲁士为主体的德意志帝国没有像法国那样经历多次暴风骤雨式的革命 ,而是通过从

上而下的改革方式逐步从封建社会转变到资本主义社会 ,不仅政治现代化的民主化因素基本上没有得

到扩张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一些传统的但能被现代化社会所兼容的东西 。威廉二世执掌国政后 ,

把俾斯麦执政时实行的传统的专制议会体制改造成为现代的专制主义体制 ,正是这种状态使得德国在

现代化的道路上呈现出自己的独特性:传统的保守和现代的发达相结合;带有强烈的封建色彩的政治体

制与最现代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相结合 。

二 、“世界政策”和德国现代化特殊性的关系

威廉二世执掌国政后不久便实行了与俾斯麦不同的内政外交政策 。他一方面宣称“路线照旧” ,另

一方面又命令“全速前进” ,事实上 ,威廉二世正开始一条“新路线” ,即“世界政策” ,并成为德国的国家政

策。1900年 ,德国明确地表达了这种 “世界政策” :“我们不会使自己放弃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机会

———有一段时间德国只是一个地理名词 ,他不被视作一个大国。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了;我们希

望在上帝的帮助下 ,使我们永远是个大国 。我们不会取消和限制自己对于建立在理性和思考基础之上

的世界政策的要求。”
[ 4]
(P.88)

“世界政策”代表了德国大工业家和大地主把德国从大陆强国变为世界强国的渴望 ,同时也混杂了

思想界对中世纪大一统性质的德国的怀旧。19世纪末期 ,德国所占殖民地还不到英国的 1/10 。因此 ,

从大陆扩向全球 ,建立幅员辽阔的殖民帝国 ,也就成为威廉时代的对外政策的中心。“世界政策”的要点

就是殖民主义和海军主义的政策。对此 ,威廉时代的德国宰相和普鲁士首相比洛在一次演说中解释得

很清楚 ,他说德国需要变成一个殖民帝国 ,并需要一支海军来保卫。比洛认为 ,德国必须成为一个海上

强国 ,“这样 ,我们才能自由地保护我们的海外利益 。”[ 4](P.78)

在“世界政策”的指导下 ,德国开始执行一条富有侵略和掠夺性质的殖民政策。德国的侵略扩大到

远东 、南太平洋 、近东和北非。德国开始对被侵入地进行直接的统治 。另外 ,政府还特设了一个殖民部 ,

作为国家推行国家殖民政策的专业部门 。

随着殖民地的获得 ,德国的对外贸易也得到了扩大 。这为扩大海军的计划预算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威廉二世从一开始就有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的强烈愿望。他于 1896年 1月 18 日发表的一篇演说中透

露了大规模扩充海军的意图。他说 ,海军对德国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在海洋问题上 ,在任何一个遥远的

地方 ,如果没有德国 ,没有德国皇帝的参加 ,决不允许作出任何决定
[ 4]
(P.78)。1897年 6月 ,主张海外扩

张的冯·蒂尔皮茨少将成为皇家的海军大臣 ,并于次年建立海军协会 。到 1908 年 ,海军协会在全国拥有

100多万会员 ,其机关报发行了 37 万多份 ,大肆宣扬殖民扩张行动 ,影响颇大。1898 年 ,国会通过了第

一个扩建海军的法案 。虽然官方一再声明这一法案纯属防御性行为 ,毫无向其他国家的海军力量进行

挑战的意图 ,但由于它规定了“七年期海军预算” ,这就把国会对海军经费开支的监督权剥夺了 ,因而引

起了自由派的反对。尽管如此 ,该法案还是通过了。两年后 ,又通过了第二个法案 。1906 年 、1907年 、

1908年 ,政府接连通过进一步扩建海军的提案。蒂尔皮茨和他的海军计划事实上成为德皇“世界政策”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通过对德国现代化特殊性的初步探究和分析 ,并对“世界政策”的内容和实质的了解和把握 ,从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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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现: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就是德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的必然选择 。

(一)经济现代化的容克资产阶级的德意志道路 ,在威廉二世时期不仅具有推行“世界政策”的物质

可能性 ,而且具备时代的必然性

在俾斯麦时代的工业现代化的阶段 ,德国的经济突飞猛进而造就的经济力的膨胀主要消耗在国内

及国内市场。19世纪 70年代和 80年代德国的大工业几乎是专为国内市场工作的(只有制铁业例外 ,

它的生产水平超过了国内需要),主要为国内市场服务 。统一起来的国内市场和国内市场各部门之间的

经济落差的“调整”把本国生产的所有大工业产品都“消耗”掉 ,而且还不够 ,德国经济甚至在世界经济的

长波振幅的大萧条时期(1873年 ———1896年)反其道而跳跃式发展 ,成为一枝独秀的原因 ,就是工业产

品的市场主要在国内 ,并不过分依赖国际市场 ,这样既避免了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 ,又使因工业化的

跳跃式发展而急剧膨胀的经济能量得到释放 。因而 ,在俾斯麦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政策是稳健的“大

陆政策” ,不主张过分的海外扩张。

到了威廉二世时期 ,德国通过三次工业现代化的高潮 ,依靠科技革命和普鲁士式的“彻底精神” 和

“系统利用” ,使 19世纪的后半期德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只利用了大约 30年的时间就经历

了英国用 100年才完成的事业 。这个时期德国经济完成了从内向型向外向型的转变 ,贸易额大增(德国

的对外贸易额 1900年为 103.7亿马克 ,10年后的 1913年达到 208.5亿马克 ,增加了 1倍还多[ 5](P.524-

525))的同时 ,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大大增加 ,新的经济实力的膨胀和科技水平质的飞跃所积累和迸发

出来的能量 ,国内已经不能容纳和消耗 , 羽翼丰满的德国资本主义垄断集团急欲寻找新的更多的原料

产地 、工业品销售市场和资本投资场所 。然而 ,德国是世界殖民扩张的舞台上的后到者 ,所得到的只是

英法等老牌列强剩下的“残羹冷炙” ,由于德国工业的起飞而加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的不

平衡 ,改变了它们之间的力量的对比 ,跻身世界现代化强国的德国再也不能容忍老牌资本主义工业国占

有大量的和其实力已不相称的市场和殖民地 ,迫切要求重新瓜分世界 ,并且只能实行武力的扩张和争霸

的政策 ,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就应运而生了 。

(二)政治现代化的特殊性使得德意志帝国的统治明显地带有半专制和半封建性 ,这种“特殊性”是

产生和实施“世界政策”的政治条件和政策选择

众所周知 ,德国政治现代化是在普鲁士容克阶级的领导下 ,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 ,由封建主义向

资本主义过渡而实现的 ,这种极度保守的改革 ,对德意志的政治 、经济 、社会和思想文化至少产生了两大

政治后遗症。

首先是改革残留了大量的封建因素 ,并且在不断的资本主义化中 ,互相渗透和融合。容克贵族阶级

在德国的政权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阻碍了德国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 ,政府只对皇帝

而不对国会负责 ,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决定国内外大事的权力。威廉二世一上台就逼迫俾斯麦辞职 ,并

且让一批支持对外扩张的政治家 、军事家上台主持工作 ,以加速推行一条与俾斯麦“大陆政策”不同的

“新路线” ———“世界政策” 。

其次 ,普鲁士传统的专制主义 、军国主义也被带进国家政权中 ,成为统一后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支柱

和主要旋律。随着德国工业的起飞和经济现代化的突飞猛进 ,在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军国主义的本性

和对外扩张的野心急剧膨胀 ,尤其因以前的发展迟缓而在资本主义瓜分世界的争夺中落伍的局面下 ,变

得雄心勃勃和急不可耐。争夺世界霸权 ,建立大德意志帝国 ,已成为容克 —资产阶级的“时代精神” ,而

且也成为德意志民族多数的民族沙文主义追求。可以说 ,是政治现代化的特殊性造就了威廉二世 ,他代

表了容克—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便自觉地承担起体现这种“时代精神”的历史使命。因此“世界政

策”是政治现代化的特殊性所铸就的 、必然的政策选择 。

(三)社会结构的现代化的特殊性 ,为“世界政策”提供了内部条件 ,让德国统治者放手去发动战争 ,

争霸世界

威廉二世的对内政策也是“世界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针对社会结构现代化的特殊性 ,尤其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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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变化的特点 ,威廉二世推行灵活和现实的阶级政策 ,和俾斯麦对工人阶级的高压政策相比 ,显然更

为高明 ,但对于工人运动毒害也更大。

一方面 ,威廉二世费尽心机地向人民灌输民族沙文主义 ,为“世界政策”大造声势和舆论 ,麻痹和毒

害工人阶级的思想 ,分裂工人阶级的队伍 ,削弱反殖反战的力量 。另一方面 ,对工人阶级采取镇压和怀

柔双管齐下的政策。对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严格控制和打击措施;对工人许诺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改善

他们的社会状况 。20世纪初 ,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都有所提高 ,劳动时间一般控制在 10小时。

1903年 3月 ,帝国议会通过儿童保护法 ,进一步限制使用童工和对童工无节制的剥削。怀柔政策使工

人阶级队伍发生大分化 ,一部分工人上层向中产阶级蜕变 ,逐渐支持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 ,为“世界政

策”的实施培植了国内的群众基础 ,赢得了支持。工人的罢工运动也主要局限于经济斗争 。而社会民主

党的大部分领导也开始向民族主义靠拢 ,抛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原则和国际主义的精神 。

(四)思想文化现代化的特殊性 ———容克精神和资产阶级的融合以及普鲁士精神的传承弥漫 ,为“世

界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源泉

从现实上看 ,德国工业的现代化奠定了容克和资产阶级融合的经济基础 ,使德国资产阶级的扩张贪

欲同容克的好战精神结合起来 ,融成一种容克 ———资产阶级的侵略精神 ,在 19世纪末发展成新形式的

民族沙文主义 ,为“世界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精神动力 。主张这种理论和思想的代表就是泛德意志主义

者 ,他们对德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 ,正如社会民主党人库特·艾斯纳所说的:“在德国 ,谁对外交

政策路线施加决定性的影响? 四分之一世纪以来 ,不是别人 ,正是泛德意志主义者。他们的影响甚至比

地主和资本家的强有力的团体的影响还要大 。在这段时间 ,他们的成就比所有政党和所有议会集团的

成就加在一起还要的大———从第一个海军议案到最后一个陆军法案 。所有军备计划都是在泛德意志主

义者手中制定出来的 。”[ 4](P.88)

思想文化现代化的特殊性所造成的军国主义思潮的泛滥和民族沙文主义的膨胀为威廉二世“世界

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根据和自我辩解的理由 ,成为其疯狂扩张政策的思想动力。

因此 ,“世界政策”是德意志现代化特殊性的必然结果和必然选择 。

自普鲁士统一德国以来 ,德国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的奇迹 ,创造了德意志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把

19世纪 80 年代末 90年代初定为德国工业革命完成的年代大致是不会错的。从 19世纪 90年代开始

了德国工业化第三个高潮 ,在此阶段出现和推行的“世界政策”绝不是威廉二世个人作用的偶然(即“世

界政策”不是他年青气盛的产物和心血来潮的狂妄),也不是帝国主义普遍性的必然 ,而是与德意志现代

化道路的特殊性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 ,“世界政策”是德意志现代化特殊性的必然结果和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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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ssay t ries to find out the reasons of the world policy from the angle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Germany , and analyze the specialty of the road of i ts modernization and the inner relations

w ith the world policy :Germany' s economic modernizat ion of the Germany Road with Junker-capitalist

characteristics , material possibility of implement the world pol icy under the rule of William I I , and the

inevitabili ty of the time.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mi-autocracy and semi-feudalism of the rein of Reich

determined by the specialty of Germany' s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were the poli tical conditions and the

choice of policy for creating and carrying out the world policy .The specialty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Germany ' s social st ructure provided the interio r condi tions for the world pol icy .The expansion of

militarism and nation chauvinism resulted f rom the specialty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oughts and cultures

provided the foundation of ideology and the reasons of self-allegation for emperor' s world policy and

became the ideological drive fo r the crazy expansion.Therefo re , the world policy was not out of the

chanciness of William II , nor because of the inevitability of imperial universality , but the inevitable result

and choice of the specialty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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