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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市民的食水危機」

討論文件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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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濾水廠

CB(1)1874/03-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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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ver CovePlover Cove

何必偏偏選中我

200萬人

30萬人

5千人

70萬人

受影響的地區

沙田濾水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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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ver CovePlover Cove

新 界

香 港
大 嶼 山

南 丫 島 

九 龍

供水將被私有化的地區

九龍

沙田南

受影響的地區

沙田濾水廠

主要供水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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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原由

• 水廠已運作超過四十年，政府決定在原地分期重
建

•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CWRF)已預留10億元供首階
段重建之用

• 及後政府大力推銷 PPP，將沙田濾水廠作試點

• 財團投資60?億元，換取20-30年或以上的管理及
營運權

• 範圍後來擴大 (該水廠，沙田南及整個九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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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反對 PPP

• 1. 對員工的影響

• 2. 傳統做法 與 PPP合約 比較

• 3. PPP用於供水事項成效存疑

• 4. PPP缺乏整體規劃 , 逼切的維修項目不容拖延

• 5. 本署引進專業技術

• 6. 我們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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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員工的影響

• 沒當員工是伙伴

• 研究沒透明度，黑箱作業，缺乏真
誠的溝通，至今未能與廖局長會面

• 遺憾顧問的研究報告至今仍未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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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員工的影響

• 十多日前宣佈受影響員工的不多於
100人，忽然變成超過800人，我們
感到極度的錯愕和憤怒

• 供水政策大轉變，步向全面私有化

• 將來影響的員工何止公佈的8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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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員工的影響

• 99年編制從6000人節省至目前的
4800人

• 負責食水，海水，消防三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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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員工的影響

• 早前署長向當局承諾節省500人相信極難達
標

• 廖局長: 可妥善處理，實際是低估了處理員
工的困難度。將來人數可能減至3400人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關水喉，冇糧出

• 全體員工的士氣極度低落，憂慮被迫變成冗
員，喪失職業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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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性支出每年節省約4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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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 /員工比率
( 由  98/99 至  0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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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98/99 至 02/03 客戶/員工比率增加 37.5% !!!



7

14

2003



8

15

16
迅速修復損毀水管

市民鳴謝信

快速回應市民要求

妥善解決水錶出現的
問題

協助業主立案法團處
理爆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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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2002不滿意
1%一般

20%

滿意
79%

一般
43%

不滿意
1%

滿意
56%

(滿意度)由百分之56% 提升到 79%

客戶滿意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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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服務心態

• 服務至上，以市民着想

• 高透明度，公平公正，不
分貧富

• 迅速回應市民查詢或投訴

• 面對高度的監察 -例如立
法會、區議會、審計署、
申訴專員、傳媒、市民…
等

• 遇到緊急關頭絕不退縮，
例如沙士事件

• 利潤之上，以股東利益着
想

• 常以商業秘密為理由拒絕
回應查詢或投訴

• 遇到緊急關頭隨時擘炮

• 缺乏社會責任

公務員 PPP (財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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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員工的影響

• 水務署的經常性支出每年節省4億

• 我們多年來的盡心盡力工作，雖然得到市
民,本地及國際機構的認同，獲獎無數

• 卻得不到廖局長的認同，還要秘密地將水
務署私有化，我們感到無奈與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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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反對 PPP

•傳統做法 與 PPP合約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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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早己預留撥款供沙田濾水廠
作分期原地重建之用

• 工程項目第9181WF號

年度 百萬元

2004/05 20

2005/06 50

2006/07 200

2007/08 600

2008/09 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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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重建沙田濾水廠 (工程項目第918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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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真的沒錢嗎？

• 預算案：在未來五年，非經營開支平均每
年為430億元，其中約290億元會預留作為
工務工程費用。

• 沙田濾水廠重建佔：

非經營開支預算之2/430 = 0.5%

工務工程費用之2/290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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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真的沒錢嗎？

• 預算案：預計二○○四/ ○五年度政府的整
體開支總額為2,587億元，其中教育、社會
福利、衛生及保安佔整體開支約六成。

• 沙田濾水廠重建佔：

整體開支之2/2,587=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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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oth Cash FlowSmooth Cash FlowSmooth Cash Flow

Cost 
to 

Govt

Traditional
Years

PPP

PPPs facilitate the spreading of capital expenditure without
stopping projects.  This can help reduce expenditure / deficit
in the short term

資料來源：效率促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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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運用

•政府： 短期而言，“公私營合作”能減少政府財
政壓力。

•聯席會議：長遠來說， “公私營合作”累積開支會比
以政府模式運作多得多。

“公私營合作”政府模式

政
府
財
政
承
擔

年期

累積財政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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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務署 vs     “公私營合作”
(服務至上)                            (利潤至上)

政府/市民付出

供水服務 (不牟利)

政府/市民付出

財團利潤/供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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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費壓力

• 免費水 12 立方米

• 免費沖厠水

• 免費消防用水

• 沒有最低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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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做法

• 分階段申請撥欵，立法會有充分監管

• 首階段應急維修工程可以盡快撥出

• 有利本地經濟及就業

• 保留彈性，就需要按步就班進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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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做法

• 整個供水系統有充分監管

• 水質完全達標

• 供水穩定

• 廉價供水 (非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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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合約
• 脫離立法會監管，運作缺乏透明度

• 缺乏彈性，現階段即要鎖死60億元投資，
及今後數十年的運作模式

• 若海水化淡成功，會浪費這項投資

• 研究如何監管及立法需時，耽誤緊急維
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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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合約
• 缺乏長遠維修目標及投資、交回殘舊設
施

• 危險實驗，難走回頭。政府被迫承擔營
運失敗、爛尾的風險

• 容許財團謀取暴利

• 水質/供水穩定性風險。倘若出事，會影
响百萬人健康，極其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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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所得，依賴合約條文，監管談何容
易。出事講條文，不講社會責任

• 未有法例監管水務營運商

• 政府提升水質的標準，比私營商更加靈
活主動

• 影響供水系統靈活調配能力，影响供水
彈性(如購買東江水)

PPP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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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營機構伙伴合作是什麼？

沙田濾水廠的重建及營運

政府採用

公私營機構伙伴合作

“公私營合作”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PPP)

財團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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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輸送

36

利益輸送

財團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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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反對 PPP

• PPP用於供水事項成效存疑

• 缺乏整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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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驗

PPP用於供水事項成效存疑

• 2003年日本京都第三屆國際水務論壇，
水務PPP成效未有定論

• 在先進如北美地區大都市，至今大部份，
維持85%公營供水

• 在一個大型濾水廠上原地邊重建、邊供
水是未有先例, 風險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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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星島日報 一九九年十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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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大停電

42

為何要反對 PPP

•香港的惨痛經驗

•維港巨星滙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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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蘋果日報 一九九年十月十三日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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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驗 PPP的成功例子

• 效率促進組引用水廠的成功例子($2.5億) 

• 0.065百萬立方米 , 符合含菌量限制的比
率 : 1999年67%，躍升至2000年82%。

• 沙田水廠1.23百萬立方米 (大20倍) , 現時
標準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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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ver CovePlover Cove

新 界

香 港
大 嶼 山

南 丫 島 

九 龍

供水將被私有化的地區

九龍

沙田南

受影響的地區

沙田濾水廠

主要供水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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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整體規劃

• 其他濾水廠還有擴充能力。一方面關閉
其他水廠，而另一方面擴充沙田的供水
能力是什麼理據?

• 避免屯門抽水站事件重現，供水設施應
分散，而不應太集中

• 海水化淡是全球未來供水趨勢，20-30年
的供水合約將變成政府長遠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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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反對 PPP

• PPP缺乏整體規劃 , 迫切的維
修項目不容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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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的維修項目不容拖延

• 迫切的維修項目只涉及1億元，項目
包括供電系統及抽水系統

• 現階段落實PPP，只會造成拖延及增
加停產風險

50

為何要反對 PPP

•引進專業技術



26

51

水務署的專業

• 具備自我完善的
能力 (150年的供
水服務專業知識
及經驗) 

• 牛潭尾食水處理
廠的工程是很好
的成功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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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務署的專業

• 沙田濾水廠澄
清池改善工程
是很好的成功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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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專業技術

• 由水務署主導，國際顧問公司設計、建設及營
運的牛潭尾濾水廠採用最先進食水處理技術，
表現卓越，並取得國際獎項。

• 沙田濾水廠澄清池改善工程: 本署員工已成功
引進有效技術，提高成本效率。

• 不用PPP也可有效引進世界先進科技。

• 可惜當局不給予同事機會出席專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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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專業技術

• 海水化淡是全球未來供水趨勢，30年的
供水合約將變成政府長遠的無謂負擔。

• 處理原水中的微生物，可在現有水廠加
添改善設施，便得以解決，故此沒有全
面重建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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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要反對 PPP

•總結

56

為何要反對 PPP



29

57

不愉快的經歷

8000多名員工及其家屬上街示威遊行

58

4月19日 -記者招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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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 –往政府總部抗議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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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

• 水是生命之源，提供優質和穩定的食水是政府
責任

• 獲得廉價和可靠的食水是市民的權利

• 政府以 PPP模式應用在食水處理是不負責任的
決定

• 以300萬市民的健康作賭注，將會嚴重危害下
一代子孫和香港的經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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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訴求

• 立即終止引用 PPP 於供水事務上

• 立刻進行沙田濾水廠迫切的改善工程
(1億元)

• 立即進行供水系統能力的全面評估 , 按
步就班推行沙田濾水廠重建工程

• 堅决反對政府製造冗員、危害職業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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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議員關注

水務署工會聯席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