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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多行业计划裁员 市场前景不乐观5亿用户信息被泄露 Meta收巨额罚单
Focus

聚焦

国际

墨西哥，全球车企新热土

去年4月，Facebook还未改名为
Meta， 其全球5.33亿Facebook用户的
个人信息出现在一个黑客网站上，包括
用户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有的
还包含了用户的真实姓名和具体位置。
当地时间周一，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
（DPC） 宣布对 Meta处以巨额罚款，因
其未能防止用户的个人数据被泄露。

Facebook彼时表示， 该数据泄露
事件只是简单的数据窃取行为，而不是
系统遭到了黑客入侵。 该事件发生在
2019年 9月之前， 恶意破坏者利用
Facebook同步联系人工具存在的漏洞
窃取了这些数据。 发现问题之后，
Facebook迅速修复了漏洞。

作为欧盟主要的隐私监督机构，爱
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随即对Facebook
展开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委员会发现，
Facebook搜索、Facebook�Messen-
ger联系人导入器和Instagram联系人
导入器不符合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
例》的规定。

据了解，2018年5月， 欧盟出台了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要求所有在欧盟
营业的企业必须遵守该条例，以保障用
户的个人隐私，并赋权监管机构对违规
公司征收占年销售额4%的罚款。

因此，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向
其开出了2.65亿欧元的罚单， 并命令
Meta爱尔兰分部确保符合法律规定。
DPC数据保护专员海伦·迪克森认为，
“由于所泄露数据的规模如此之庞大，
而且Facebook平台之前也曾发生过

类似的数据泄露事件， 我们决定对
Meta给予重大制裁。 对个人来说，欺
诈、垃圾邮件、短信诈骗、钓鱼，以及个
人数据失控等方面的风险是相当大
的， 所以我们总计对Meta开出了2.65
亿欧元的罚单”。

对此，Meta的一位发言人表示，
公司将审查这项决定， 尚未决定是否
打算上诉。他同时称，未经授权的数据
采集是不可接受的， 而且违反公司的
规则。

这是Meta今年第三度遭爱尔兰政
府开罚单。3月Meta因 2018年外泄
3000万欧盟用户被罚1860万欧元，9月
又因Instagram允许青少年创建商业账
号却默认公开了电子邮件及电话号码，
被判罚4.05亿欧元。

长期以来，Meta旗下的几项业务
都是用户信息泄露的“重灾区”。截至去
年年底，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已对
Meta及其WhatsApp和 Instagram子
公司展开了 14�项重大调查。

近日，一名用户在知名黑客论坛发
帖，称其正在出售超4.87亿Meta旗下通
讯软件WhatsApp用户的信息数据。数
字安全调查媒体报道称，已从卖家处获
得样本， 并确认在售数据确实来自
WhatsApp的真实用户。

此外，根据英国一项保护儿童免受
网络伤害的新法律，社交媒体公司须禁
止低龄儿童进入，否则将面临数以百万
计英镑的罚款。

该法案规定，各大公司必须公布针

对用户的年龄限制条款，便于家长和英
国通信管理局核验。如果该公司不遵守
公布的条款， 将面临高达全球营业额
10%的罚款。对于Meta来说，这将高达
120亿美元。

本月中旬，Meta�CEO扎克伯格告
诉员工， 公司旗下两款即时通讯软件
WhatsApp和Messenger将推动公司
营收的增长，希望以此淡化大规模裁员
以及公司内部对财务状况和元宇宙业
务的担忧。

为了削减成本，Meta本月裁员了
11000名员工， 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
13%。这是该公司成立18年以来的首次
大规模裁员。据Meta高管称，裁员影响
了“每个级别和每个团队的员工，包括
绩效评级高的个人”。

在这个时期，官方开始加大监管压
力，无疑对公司是一大打击。年初至今，
Meta股价已累计下跌67.71%， 现报每
股109.31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有外媒报道
称，扎克伯格或将于2023年辞职，Meta
或将任命新CEO，该公司未来最可能发
生的变化包括削减元宇宙开支，Meta
的VR部门可能会专注其优势———游戏
板块。

消息一经报道， 便引发轩然大波，
Meta股价一度短线飙涨。 随后，Meta�
发言人安迪·斯通在推特上紧急表示，
有关扎克伯格将于明年辞职的报道是
假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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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欧洲能源危机与高通胀问题持续发
酵，许多欧洲企业深陷成本飙升、需求低迷、投
资暂缓的困境，制造、化工、航空等多个行业近
期宣布裁员计划。业内专家认为，企业裁员趋
势还将持续，令欧洲就业市场承压。

当前欧洲地区通胀压力居高不下，能源危
机难解，加上欧洲央行大幅加息，欧洲经济进
一步承压，许多欧洲企业深陷高昂成本和低迷
需求的困境。

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执行董事会主席马
丁·布鲁德米勒（中文名薄睦乐）表示，欧洲化
工市场大约十年来一直增长乏力，能源成本大
幅上涨使巴斯夫面临压力。今年前9个月，巴斯
夫欧洲生产基地的天然气费用较去年同期增
加22亿欧元，企业第三季度利润较去年同期下
滑近三成。

荷兰医疗装置制造商飞利浦、风电制造巨
头西门子-歌美飒均表示， 全球供应链不畅导
致企业经营与盈利受到较大影响。

芬兰航空首席执行官托皮·曼纳说， 乌克
兰危机升级引发欧洲多国与俄罗斯互关领空，
加之燃油价格飙升，显著影响航空公司经营与
发展，芬兰航空不得不选择裁员作为“艰难但
必要的措施”。

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公布的10月德国就
业指数显示， 德国企业招聘意愿继续下降，跌
至自2021年4月以来最低值。其中，工业就业指
数20个月以来首次降至负值，显示计划裁员的
企业多于有招聘意向的企业。

为应对欧洲地区业务盈利疲软， 巴斯夫
近期宣布包括裁员在内的成本削减计划，以
期在未来两年将欧洲地区成本每年减少5亿
欧元， 其中一半以上的成本削减将在其德国
总部实施。

德国汽车和工业产品供应商舍弗勒上

月表示，将在2026年前削减1300个岗位，其
中1000个在德国， 主要涉及行政管理和研
发部门。

受业绩下滑影响，飞利浦日前宣布全球
范围内裁员4000人， 占公司员工总人数超
过5%。 飞利浦首席执行官罗伊·雅各布斯
表示， 企业需要降低运营开支和简化组织
结构。

西门子-歌美飒日前宣布全球裁员2900
人，半数以上的裁减岗位在欧洲。公司总裁约
亨·艾克霍尔特称，面对艰难处境，企业需采取
必要措施维持运营和可持续发展。

芬兰航空21日宣布计划裁员150人， 占其
全部员工数约3%。

多位专家认为， 欧洲能源供应前景黯淡，
企业裁员趋势还将持续，势必给欧洲就业市场
带来压力。

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
斯特表示， 德国工业短期内渡过了能源与供
应短缺的危机， 但工业企业如因高昂能源成
本而停止国内投资， 将给德国就业市场带来
风险。

该研究所宏观经济和调查中心副主任克
劳斯·沃尔拉贝预测， 德国工业领域就业率将
持平或下降，同时零售业将出现裁员潮。

捷克储蓄银行宏观经济分析师米哈尔·什
科热帕指出，在能源和其他投入成本增加的压
力下，生产放缓可能导致许多公司裁员或改为
雇用短期工人。

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德国、
奥地利、 瑞士地区首席执行官萨沙·哈加尼
表示， 裁员只是企业削减成本的“最后手
段”，“如果今天裁掉优秀的员工， 那么明天
技术工人的短缺问题将重新困扰企业”。

据新华社

席卷汽车行业的电动化浪潮，似乎给墨西哥带来了新的机遇。从美国汽车“后花园”到特斯拉CEO马斯克亲临，这个拉美

经济大国成了汽车投资的新热土。论电池，丰富的锂资源是基石。论整车生产，绝佳的地理位置与产业链优势无可比拟。不过，

在墨西哥投资的好处固然明显，但也有多方因素让不少人依然处于犹豫和观望之中，比如《美墨加协定》带来的关税争执。

从电池到整车

据墨西哥当地媒体报道，近日，墨西哥外
交部负责人马塞洛·埃布拉德（Marcelo�E-
brard）表示，墨西哥已经准备好在2023年接
受韩国和智利公司的投资， 并将与美国合作
开始在墨西哥生产汽车用锂离子电池。“我们
希望在明年第三或第四季度开启项目。”埃布
拉德说。

从锂资源储量来看， 墨西哥算是资源大
国。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调查估计，目前世界
锂矿储量约为8000万吨，墨西哥以170万吨资
源储量排名第十， 资源类型主要为锂黏土资
源。 墨西哥财政部最近的一份报告称， 该国
Sonora州锂矿储量的价值为6000亿美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
系研究室主任、 墨西哥研究中心秘书长谌园

庭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锂资源是新能源汽
车发展的基石。 而拉美地区拥有丰富的锂资
源，墨西哥不仅锂矿储量丰富，还具有独特的
区位优势， 这使其成为车企投资的优先选择
之一。

新能源车的代表特斯拉也不例外。据
墨西哥《千年报》消息，上个月，马斯克访
问墨西哥新莱昂州首府蒙特雷， 并与该州
官员讨论在圣卡塔琳娜建厂的可能性。在
此前的财报会议上， 马斯克确认特斯拉正
推进在墨西哥湾沿岸得克萨斯州建设锂精
炼厂的计划， 以获得对电动汽车电池供应
链的更多控制权。

事实上，除了特斯拉，今年以来，不少车
企都密集公布了在墨西哥的投资计划， 主要
聚焦电动汽车及其零部件领域。10月27日，大
众汽车表示，在2022年至2025年期间，公司将
投资7.635亿美元在墨西哥建设一个新的油

漆工厂，并生产一款新的燃油车。
大陆集团也表示， 将投资约2.1亿欧元在

墨西哥开设一家新的汽车电子工厂， 并扩大
位于墨西哥中部的一家现有刹车零部件工厂
的产能。

此外， 通用汽车也在去年宣布将投资10
亿美元扩建墨西哥拉莫斯阿里斯佩工厂，并
将于2023年在该工厂开始生产电动汽车。

为什么是墨西哥

事实上， 汽车早已成为墨西哥制造中重
要的一部分。 墨西哥为全球第七大汽车生产
地，第五大零部件生产国，汽车行业在外部投
资中占比近20%。

而一些老牌车企与墨西哥也结缘已久。
比如大众。上世纪二战结束后，为了快速恢复
生产，德国大众决心在海外开拓生产厂商，并

且借此机会把大众车售往全球各地。于是，来
自欧洲的大众甲壳虫， 与远隔重洋的美洲国
家墨西哥结下渊源。

在战后建厂选址的时候， 由于美洲地区
受到战争的影响比欧洲更小， 大众决定开启
“美洲之路”。于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早已风
靡欧洲的甲壳虫在墨西哥正式亮相。 随后的
60年代， 大众在墨西哥利斯塔克市和普埃布
拉市正式建立工厂，从1962年第500万辆下线
到1967年第1000万辆下线， 甲壳虫仅用了5
年时间。

随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通用、福
特、克莱斯勒、日产等车企在墨西哥建立组装
厂，以及大量汽车零部件企业入驻，再加上美
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1992年签署的《北美
自由贸易区协定》带来的免税优势，墨西哥的
汽车制造业逐渐崛起。 而美国的汽车工业也
不断向墨西哥转移， 一些美国的经济界人士
甚至称墨西哥为“南部底特律”。

1999年， 墨西哥超过巴西成为拉美第一
大汽车生产国，年产汽车近180万辆。生产的
近92%的汽车销往美国市场。

对于墨西哥制造汽车的优势， 中国汽车
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颜景辉对北京商报
记者表示， 墨西哥除拥有生产汽车产品的基
础外， 同时它还拥有比较雄厚的汽车产业工
人，两个因素相得益彰。

另外，墨西哥工人劳动成本相对较低。如
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估算， 墨西哥工
人为每小时约4美元， 而美国工人为每小时
22.45美元。

颜景辉还提到， 在保证降低产品成本的
前提下， 汽车产业工人还能保证生产的产品
能够达到设计要求，也是非常重要的。相较于
拉美其他国家，墨西哥工业发展水平较高，这
都为其吸引外资奠定了基础。

观望和犹豫

墨西哥的投资优势固然明显， 但也有多
个因素让一些外国企业处于犹豫和观望之
中。2021年， 特种玻璃生产企业德国肖特集
团对墨西哥制造业的发展潜力持怀疑态度，

认为其投资环境还不太理想，主要是“商业
法规还不完善、 电力供应不足和不正常、运
输不畅通”。

西班牙桑坦德银行的报告也罗列了制约
墨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比如严重依赖与
美国的伙伴关系， 容易受到自贸协定风吹草
动的影响。

2020年7月1日，《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
取代已实施20多年之久的《北美自贸协定》。
墨西哥MVS新闻网刊文称，这两年来，墨西
哥从该协定中受益最大的行业是汽车、机械、
电气和电子设备制造。

另一方面， 该协定也给墨西哥带来了
困扰。根据《美墨加协定》，到2025年，75%
的汽车和部分核心零部件必须在原产国生
产，才能通过海关免税；否则，美国可以根
据WTO规则征收关税。但美国对相关规定
发布了更为严格的解释， 使得整车更难达
到免税门槛。

有分析认为， 这一规则将迫使墨西哥加
大从美进口，从而令整车很难达到免税门槛，
进而削弱了墨西哥汽车制造产业在全球的竞
争力。

今年初，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撰
文称，《美墨加协定》对墨西哥可以说是“喜忧
参半”。 加拿大政府也联合墨西哥作为申诉
方，反对美国对《美墨加协定》中汽车原产地
规则的解释。

不过在谌园庭看来，此规则可以说收紧，
也可以说要求的更高了， 在原产地原则要求
更高的情况下， 其实很多企业会更愿意选择
在墨西哥投产。 墨西哥与美国近岸的地理位
置决定了即便在当前美国及西方国家产业链
价值链重组的情况下， 墨西哥也会是一个优
先的选择。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
心主任郝宇彪也指出， 这一规则会导致以北
美为主要市场的汽车产业链相关企业更多地
选择在北美地区进行投资。 这也是美墨加此
举的宗旨， 制造业企业更多选择在北美地区
布局投资，促进其制造业复兴。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赵天舒
实习记者 卓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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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交通制造业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1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