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传统 SUV 四平八稳的设计风格

不同，ZR-V 致在外观上以极具张力的

曲面与线条为主，前脸车标的前移与进

气格栅的下移，使得整台车的视觉重心

变得更低，给人一种低趴运动的感受。

从侧面看，其设计更能看出官方称为

“华服”的设计理念，即“迷人”与“简约”。

侧面线条相对简洁，腰线从前翼子板一直

延伸到尾灯处，让整车看上去更加修长，配

备18英寸运动轮毂，运动气息拉满。

在车身尺寸上，ZR-V 致在的长宽

高 分 别 为 4568/1840/1611mm，轴 距

2655mm，其 中 车 身 高 度 比 缤 智 高 了

6mm，但得益于低趴的造型，在视觉效果

层面却感觉高度比缤智更低。

ZR-V 致在的内饰，同样延续了内

敛有质感的风格。仪表、门板等位置基

本都采用了更有质感的软性包裹。全液

晶仪表以及悬浮式的中控屏幕增添了精

致感。此外，为了凸显高级感，ZR-V致

在还首创了珠光漆的观感，这种细节的

打磨，足可以看出这是一款从底层逻辑

上换位思考年轻化的车型。

在智能配置上，10.2 英寸液晶仪表

与 10.1 英寸中控屏可以称得上主流水

平。搭载的 Honda CONNEC3.0 智导

互联系统，成熟及便捷性已经在多款车

型上得到印证。

本田的1.5T发动机+CVT变速箱的

组合还是中规中矩，账面数据最大功率

182马力，最大扭矩 240牛·米，实际开起

来的动力输出质感可以，能让大部分人

满意。这台ZR-V致在开起来依旧是熟

悉的感觉，油门跟脚性很好，整个加速过

程有持续感表现非常畅快，不过爆发力

它并不擅长，适合日常代步驾驶。

ZR-V致在的悬架结构为前麦弗逊

后多连杆，悬架的整体表现挺加分，能照

顾到舒适性的同时还有相当不错的质

感。滤振效果有惊喜，动作干脆利落，在

车内不会有明显的抛跳感。

在此次全程试驾的 80公里中，途经

各种复杂路况，也路过一些山路和急

弯。源于轻量化高强度铝合金副车架和

扎实的底盘功底，ZR-V致在让“大急弯

不飘”成为它的看家本领。低重心的设

计让ZR-V致在下坡更稳，高刚性车身

和悬挂的精细化调校，应对一些较大的

急弯也可轻松压缩车身侧倾的幅度，减

少推头或打滑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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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停牌长达18个月后，10月5
日华晨中国终于迎来复牌，但当日
创下了其史上最大单日跌幅，达到
63%，后续交易日股价趋向平稳，部
分券商也将其评级由“沽售”上调至

“持有”，但也下调了目标价格。
对于华晨目前的困境，业内人

士分析认为，想要获得资本对于华
晨中国的投资信心和兴趣，华晨集
团破产重整以及利润来源过于单一
等问题均是需要解决的紧急课题。
此外华晨自主品牌方面，缺乏正向
技术和平台支撑，产品技术和设计
都是原地踏步，对市场需求也缺乏
把控能力，也需要大破大立。

■新快报记者 张磊

复牌后的华晨中国为何需要大破大立？

廖木兴/制图

深陷债务泥潭
华晨中国此前的停牌原因为未授权

担保等违规操作。在停牌期间，按照港

交所的复牌要求，华晨中国曾委托第三

方咨询公司进行独立调查，但调查的过

程及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第三方咨询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

从2019年起，华晨集团高层绕过上市董

事会，指示华晨中国 6家子公司进行未

授权担保和存款质押担保，导致华晨中

国与华晨集团及外部企业有高达526亿

元的未准确入账财务往来。由于这些违

规操作，华晨中国预计总受损金额为

82.5亿元。

华晨中国在复牌公告中表示，公司

已委聘大华国际咨询有限公司为独立内

部监控检讨顾问，以检讨本集团之内部

监控体系及流程，并提出建议补救措

施。这也意味着，华晨中国内部存有极

大经济问题。此外，内部腐败问题也是

华晨走下坡路的因素之一。公开资料显

示，华晨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祁玉民

在职期间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1.33亿余元。

事实上，赶在今年10月份复牌是华

晨中国无奈之举。按照港交所规定，港

交所有权对连续停牌 18 个月的任何证

券进行摘牌。

为了满足复牌的要求，华晨中国在

此前两月补发了2021年中期报、2021年

度报以及2022年中期报三份财报，财务

情况并不是很理想。财报内容显示，

2020年度华晨中国实现营业收入 31.23
亿元，同比下滑 19.13%；2021 年度华晨

中国实现营业收入21.42亿元，同比下滑

31.42%；2022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5.58亿元，同比下降63.46%。可以看出，

今年上半年华晨中国的营业收入出现了

断崖式下滑。

此外，华晨集团破产重整进度仍然

未知。早在 2020 年，华晨就陷入了“股

债”风波，当年华晨未按时履行法律义务

被强制执行的次数达到了19次，债务危

机可见一斑。2020年7月份华晨汽车被

曝背负千亿元负债，多笔股权被冻结；

2020 年 10 月份，华晨集团因一笔 10 亿

元私募债券兑付逾期而拉响警报，相关

银行机构纷纷下调华晨集团及旗下债券

的评级。

随后，辽宁省政府推进华晨集团的

破产重整，法院受理华晨集团的破产重

整申请。但过了两年后，华晨集团破产

重整事宜仍未落地。其间重整草案也历

经数次延期。今年 7月 21日，华晨集团

公告显示《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债权

人会议的表决通过。重整草案依然委决

不下，这也让华晨的破产重整之路走得

更加艰难。

过度依赖宝马
接连不断的债务危机、频繁暴雷背

后，主要原因是华晨汽车多年来对宝马

输血的过度依赖，以及自主板块长期孱

弱所致。

华晨宝马一直都是华晨集团最大的

利润奶牛和核心支柱。数据显示，华晨

中国 2021 年的利润为 104.4 亿元，但华

晨宝马的利润贡献就达到了 145.14 亿

元，这也表明华晨中国其他板块的亏损

额度超过40亿元。而在今年上半年，华

晨中国的亏损达到 15.5亿元，而华晨宝

马贡献的纯利润为23.8亿元。

再往前追溯，在2015-2019五年间，

剔除华晨宝马利润分成后，华晨汽车累

计亏损34.84亿元；而华晨宝马5年来同

期贡献利润共计 269 亿元，这无疑是极

大程度减缓了华晨集团的运营压力。值

得关注的是，华晨剔除华晨宝马利润分

成后的亏损总额整体呈现接连扩大趋

势，5年的亏损金额分别为5.4亿元、6亿

元、8.6亿元、4.2亿元、10.64亿元。

很明显，如果没有宝马的加持，整个

华晨中国基本是无法维系的。

值得一提的是，2022 年 2 月华晨宝

马成为首家打破 50:50外资股比限制的

合资车企。宝马集团在华晨宝马所持股

份变更为 75%，合作伙伴华晨中国汽车

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剩余 25%股份。

而这对华晨来说显然不是利好消息，股

比降低 25%后，华晨集团从华晨宝马获

取的利润也将大幅缩水，华晨中国的营

收将面临大幅下滑的风险，市场话语权

也将进一步丧失。

母公司债台高筑、破产重整尚未落

地，加上利润结构高度依赖宝马，业内分

析认为，资本对于华晨中国的投资信心

和兴趣将会削弱。相关资料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 1 日，共计 6029 家债权人向

华晨集团管理人申报了债权，金额合计

577.18亿元，加上债权人未申报债权（账

本记录在案）和无须申报的职工债权，华

晨集团总负债合计高达约718亿元。

试驾广汽本田ZR-V致在

从设计逻辑上思考年轻化
回望这几年SUV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逐渐同质化。随着消费者

对更高质感和更加有趣的产品的诉求，这也将未来的市场竞争推向用户
需求的深度挖掘以及精准差异化定位。广汽本田洞察了这一市场趋势，
推出了“本田最好开的 SUV”——ZR-V致在，特别是其卖点不止于“驾
控”二字，新车在外观设计方面突破了过往风格，智能化和舒适性配置也
加码不少。 ■新快报记者 张磊 文/图

新时代年轻用户想要的个性化

车型并不是简单的配置堆砌，而是对

质感的追求。而能够有效整合新技

术的HA架构体系，赋予了ZR-V致

在更多设计自由度和越级配置的下

放基础。可以说，ZR-V 致在是匹

配了新时代年轻群体追求的“宝藏

车”，也呈现出SUV的全新价值，可

能在未来将会开启细分品类的又一

轮内卷。

就像广汽本田官方说的，ZR-V

致在是一款媲美轿车的好开、爽快的

SUV产品，实际驾驶中，也处处体现了

这一设计逻辑。在短暂的试驾过程

中，也确实感受到广汽本田的变化，从

特立独行的外观设计，到驾控体验和

质感营造上，它会给你带来特别的感

受。此外，ZR-V致在对于细节的考

虑及处理能力也可圈可点，包括特殊

涂层处理的后挡

风隐私玻璃、车

内弧线设计、中

控别致的物理按

键等，都让驾乘

者触感和观感

更加舒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