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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医生。 

世行作为世界三大金融机构之一，掌握着

巨大的财富和权力，行长一贯都是金融界或政

界出身。在金墉之前，世行 68 年历史，共历经

11 位行长，其中 7 位是银行家，1 位是国会议员，

还有 3 位是国防系统出来的官员，且无一例外

都是美国人。这是因为，在世行占近 1/6 投票

权的美国，和欧洲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世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IMF 总裁由欧洲人担

任。 

再来看看金墉。1959 年，金墉在韩国出生，

5 岁移居美国。因而，从“美国人”这一点来讲，

金墉是符合条件的。但他却是个典型的金融“门

外汉”，连“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都分

不清。因而，当金墉接到美国财政部长询问任

职意向的电话时，也惊呆了。但金墉觉得，这

是个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所以高兴地接过了

橄榄枝，第二天飞往华盛顿与奥巴马会面，三

天后他站在了世行行长的任命仪式上。 

金墉的梦是什么呢？这得回看他此前 53 年

的人生。 

江湖路远，侠义长存。这是金庸先生创造

的武侠世界。而现实生活中，另一位也将载入

史册的人，在全球化的今天，亦写尽了自己的

侠义。他就是前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2019 年 2 月 1 日，金墉正式离任世行行长

一职，距世行正式对外公布这一消息仅半月有

余。2 年多前，金墉还信心满满地竞选连任，

致力于终结极端贫困。如今距 2022 年任期结束

还有三年半，金墉却主动请辞，不禁引发外界

各种猜想。作为世行成立 75 年以来首位亚裔行

长，金墉究竟在追什么，又将何去何从？ 

医疗专家的“美梦” 
2012 年，奥巴马提名金墉任世行行长时，

各种声音炸开了锅：金墉是谁？这个名字怎么

从来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呢？ 

事实上，在 2012 年之前，金墉早已获得麦

克阿瑟奖，被《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选定为“美

国 25 位最佳领袖”之一，入选《时代周刊》的

“最具影响力 100 人”。只是，金墉既不是优

秀的银行家，也不是商界或政界大佬，他只是

尽管金墉声称是主动辞职，但外界仍认为这与特朗普脱不了干系。离职信中，金墉说
这是“一个私人的决定”，言语间却难掩失望，与他当年意气风发进入世行形成了鲜
明对比。

文  |  本刊特约撰稿人   蔡智群

金墉：一代行长的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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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墉

Jim Yong Kim，1959 年生

于韩国首尔，后移民美国。

美籍韩裔医学教授与公共

卫生学者，哈佛大学医学

和人类学博士。曾出任世

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顾问，

世卫组织艾滋病防治部门

主管。长春藤达特茅斯学

院第 17 任校长，亦是常

春藤学校首位亚裔校长。

长期致力于解决世界艾滋

病和结核病问题，在机构

改革问题上拥有广泛的经

验，并重视以人为本的赋

权。2012 年出任世界银行

行长，2016 年获得连任，

2019 年 2 月提前从任上辞

职。

插画 ｜网中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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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属于发展中国家，其公共事业、基

础建设都处于起步阶段，这里偏又天气炎热，

流行病高发。当时，金墉几乎跑遍全秘鲁流

行病高发地区，也是在这里，他研发出了一

种治疗结核病的方法。工作上的突出成就，

让金墉获得了去哈佛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的

机 会。 在 哈 佛 大 学， 金 墉 分 别 于 1991 年 和

1993 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和人类学博士的学位。

在他看来，医学可以救死扶伤，而人类学则

可以打破医疗卫生领域可能遇到的社会、文

化和政治壁垒。 

金墉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在通向同样的目

标。1987 年，他与哈佛校友保罗·法玛尔联

合创立了非盈利性组织——卫生伙伴组织，旨

在帮助贫困地区人民治疗疑难杂症。这一组织

在埃塞俄比亚治好了大量的肺结核病人。而在

金墉的父亲是朝鲜人，偷越国境到了韩国，

努力成为了一名牙科医生，并顺利拿到了去纽

约的留学申请。他的母亲是上海人，在国外研

究哲学。移民美国后，金墉的父亲去了艾奥瓦

大学教牙科医学，还开了一家牙科诊所。因为

从小生活优越，多元的文化环境让金墉看到了

更多自身以外的世界。 

大学时，金墉进了父亲所在的艾奥瓦大学

学医。但读了一年半，他就决定转学到布朗

大学攻读文科。父亲认为，学医“德行”二

字不可丢，因而在得到金墉“顺利完成医科

学业”的承诺后，支持他学了文。布朗大学

毕业后，金墉在父亲的牙医诊所实习了一阵，

然后考入了世界卫生组织，去了秘鲁。自此，

20 多岁热忱的心开始为全球卫生公共事业而

跳动。 

人物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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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内部，金墉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提升。

2004 年金墉任世卫组织艾滋病防治部门主管期

间，提出了战略性的三点：一是减少非洲艾滋

病传染，二是提升艾滋病人生活质量，三是延

长他们的寿命。在金墉的努力下，几百万非洲

艾滋病携带者接受了治疗。2009 年金墉成为达

特茅斯学院校长，也是常春藤名校第一位亚裔

校长后，曾用 3500 万美元捐款在学院建立了卫

生保健科学中心，海地地震时也及时发起善款

和医疗物资的募捐。 

所以，在任世行行长之前，金墉尽管不为

大众所熟知，但在全球医疗卫生界却有着相当

的影响力，是世界公认的扼制艾滋病和肺结核

的领军人物。而世行，也不是普通的银行。如

金墉所说，它是“世界的银行”，目的不在于

赚钱盈利，而是抗击贫困、消除不平等。基于

医疗、健康服务的背景来看，金墉的任职是对

路的。诚如奥巴马所说，“让发展的专家来领

导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机构”，一语道破了金墉

的核心竞争优势。 

“跨行行长”展雄心 
世行的墙上，写着这么一句话，“建立一

个没有贫困的世界”。金墉踏入世行的大门，

带着他崇信的目标，越发自信而坚定。 

上任后，金墉一直在思考，世行的宗旨究

竟是什么。2012 年年会上，金墉就提出世行将

从“知识银行”转变为“解决方案的银行”。

他设定了到 2030 年要完成的两大目标：一是终

结极度贫穷，将日均生活费低于 1.25 美元的人

口比例降低到 3% 以下；二是促进共享繁荣，促

进每个国家底层 40% 人口的收入增长。 

一些发展专家对金墉的目标提出了质疑。

多年来，世行一直在消除贫困上做出努力，但

效果似乎并不明显。2010 年，每日生活费在 1.25

美元以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量的 18%，这大

概有 12 亿人。要实现金墉的目标毋庸置疑是个

庞大的工程。 

这样的质疑在金墉于世卫组织任职时也曾

有过。2003 年，金墉曾提出要让 300 万发展中

国家的艾滋病患者在 2005 年底前接受到抗病毒

治疗。实际上，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这

一目标直到 2007 年才完成，2012 年这一计划治

疗的非洲艾滋病患者达到了 700 万人。从结果

来看，金墉宏大的目标确实得以实现，而且远

比专家预想的要快，不过战线仍比计划拉长了

一倍。 

如今，这位跨行行长的话，又被认为是痴

人说梦。但这并不影响金墉埋头苦干的热情，

他走过很多非洲国家，更加确信世事的不确定

性带来的可能。为实现这两大目标，金墉着重

在基础建设、疾病应对和气候变化三大方面发

诚 如 奥 巴 马 所
说，“让发展的
专家来领导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机
构”，一语道破
金墉任职世行行
长的核心竞争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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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基础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必备条件。

以印度来说，印度的公路过度拥挤，2% 的国道

承载了 40% 的交通量，这就抑制了生产率的提

高，拖慢了经济增长步伐。设在新加坡的立方

高速决定收购印度收费公路经营权，但陷入了

资金困境。于是，金墉让世行旗下的国际金融

公司（IFC）给立方高速投资了 2.5 亿美元。并

且，IFC 启动了一个全新的贷款平台，预计在 5

年内筹集 50 亿美元私人资本用于新兴市场的基

础设施贷款。 

疾病应对更是金墉的老本行了。有人说，

金墉把以往只投资修路、架桥梁的世行变成了

半个世卫组织。2014 年，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

世行立即拨付了 5.6 亿美元资金和贷款，调配

资源成立了国际卫生工作者特别小组。埃博拉

危机让金墉看到了世行在应对流行病上的弱点，

于是次年他开始着手建立流行病应急融资基金。

这一举动为金墉赢得了舆论的赞赏。 

而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金墉也不遗余力。

在职期间，他加大了绿色能源投入，削减了对

煤电投资的支持。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后，世行

在 2016 年财年发布了《气候变化行动计划》，

帮助各国履行国家气候行动。比如世行向印度

提供了 6 亿美元贷款，支持其太阳能联网供电

计划；批准了 1 亿美元的尼日尔气候智慧型农

业项目，直接惠及尼日尔 50 万农牧民。 

消除贫困是个持久战，5 年的任期并不能

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因而，2016 年金墉公开

表示想要获得连任，他也如愿以偿获得了世行

董事会的一致支持。 

但这时，金墉想要挥出去的改革长鞭已经

有些疲软。 

两难境地的抉择 
就在金墉连任的当口，世行内部员工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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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煤电的投资，就在金墉提出离职的头一个月，

世行才宣布要在 5 年内投资 2000 亿美元应对气

候变化，而特朗普却说气候变化这事不存在，

还准备重振煤炭业；金墉认为世行关注的是全

人类的福祉，特朗普却说美国优先，顾不上其

他人，连移民都不欢迎；金墉认为金砖国家是

潜在的合作伙伴，与亚投行展开紧密合作，特

朗普却是个“多边机构怀疑论者”。 

这两年，迫于特朗普的压力，金墉不得不

做出一些妥协。比如 2018 年世行要增资 130 亿

美元，而特朗普支持的前提条件便是要求金墉

实施成本控制，限制对某些国家的贷款。最终，

世行决定提高对中国的贷款利率，以顺利完成

增资。 

实际上，任上这些年，金墉一直与中国往

来密切。他多次会见马云，探讨农村淘宝模式，

认为贵州的脱贫经验值得推广到更多发展中国

家，还与中方携手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投资工作。这些，自然都不为特朗普所看好。 

因而，尽管金墉声称是主动辞职，但外界

仍认为这与特朗普脱不了干系。离职信中，金

墉说这是“一个私人的决定”，言语间却难掩

失望，与他当年意气风发进入世行形成了鲜明

对比。 

但通往成功的路不止一条。今年 60 岁的

金墉没有选择退隐江湖，而是决定加入一家名

叫 GIP 的私企，成为其副总裁、合伙人。GIP

是做什么的？这是一家基础建设投资公司，主

要投资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关注能源、交通、废水工业项目等。金墉说：“我

相信通过这条路径，我将会在主要的全球性事

务上做出最大成绩。”相比曾经受到掣肘的世

行行长之位，也许这条路是金墉更好的选择。 

纵是江湖深似海，此身前往不复回。金墉

的侠义，仍在他的江湖中书写。

抗议，员工联合会写了一封信给董事会，说世

行目前已经陷入了“领导力危机”，该是时候

找一个非美国人来担任行长，结束长达 70 多年

的“世袭”状态了。金墉究竟是怎么惹恼了员

工们呢？这就要回到金墉任上的改革了。 

上任没多久，金墉就开始启动酝酿已久的

机构改革，新设立了 14 项“全球实务”和 5 项

“跨领域解决方案”业务板块。他还提出未来

3 年要削减 500 个岗位、节省行政支出 4 亿美元。

这一下，世行内部开始躁动不安了，员工抱怨

金墉对世行机制大动干戈，却缺少协商过程，

很多人已经摸不清自己的位置和未来方向了。

尤其是下岗计划更加剧了人心不安，有些员工

担心会因改革丢掉饭碗，早已另谋出路。但金

墉觉得，为了实现改革，牺牲一些工作岗位在

所难免。他以为这只是员工的日常抱怨，就跟

抱怨今天食堂的早餐不好吃一般。 

改革依然在进行。在削减员工福利的同时，

金墉却高薪聘请了大量的空降高管，从法国兴

业银行挖来的首席财务官巴雷德就是其中之

一。当员工发现巴雷德在 37.9 万美元的免税年

薪外还拥有一笔 9.5 万美元的特别奖金时，便

开始群起而攻之。世行的办公楼墙上贴满了号

召罢工的黄色传单，金墉不得不宣布取消巴雷

德这笔奖金，而他本人也将公开接受一次员工

质询。 

金墉“门外汉”的身份，也惹来了争议。其实，

被提名后，金墉就开始恶补金融课，每周世行

的金融专家们都会来给他开两个小时小灶。但

内部改革的力不从心、对外援助计划的冗长，

加上有时闹出的金融常识的笑话，还是让金墉

倍感压力。 

遭遇领导力危机的金墉，碰上特朗普后，

陷入了更加胶着的状态。 

世行这些年来发力的领域都和特朗普的认

知存在冲突。金墉着力推动绿色能源，减少了

被提名世行行长
后，金墉就开始
恶补金融课，每
周世行的金融专
家们都会来给他
开 两 个 小 时 小
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