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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市民從來沒有視水為商品，他們一直認為水是必需品。相反中國水務私營化的情況就非常嚴重：威立雅水務集團（法國資本）、北京首創股份有限公司（國內資本）
、蘇伊士集團（法國資本）、中科環保水務投資有限公司（國內資本）及深圳市水務集團有限公司（中外合資），就是現時國內五大活躍水市場企業。至
2005
年
7
月為止，私人企業的投資涉及全國
152
個供水項目，以及
200
多個污水處理項目。

  

  

  

南方民主同盟於2009年11月，以＜任何地方的水資源如果受到破壞，其生態平衡必會受到負面影響＞為前設，曾就江蘇南部的水質進行研究，並完成＜蘇南河流及湖泊
生態初步報告＞。而國內水務私營化後，水費大幅增加（廣州的水費 15年來上升了380%，深圳私營化化後亦立即上升了24%）
。可是，供水質素卻沒有改善，反而每況愈下。握有權力的地方幹部每每在化公為私的過程中，中飽私囊，加劇官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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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由東江輸食水到香港的廣東企業及粵海投資，同時亦供水給東莞及深圳。廣州、東莞及深圳於水務私營化後，水價不斷暴漲；同時亦推高了東江水的價格。香港人
買東江水的支出，亦每年上升。

  

  

  

其實，香港的供水服務也面臨私營化的威脅。回歸以上，特區政府將供水服務私營化的企圖，從來沒有停止過。1999年，特區政府建議將日常供水運作及維修工作交
予外判公司負責，後因水務署職工會等反對而告吹。

  

  

  

2003年，特區政府建議以＜公私合營＞的方法，重建及營運沙田慮水廠，企圖就此打造全港最大的慮水廠，後因立法會議員大力反對而被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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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特區政府建議把每四個月首12立方米的免費用水取消。民主黨、前線、民協、南方民主同盟等泛民政黨極力反對，政府最後於立法會亦不能通過該方
案。

  

  

  

香港一向有向廣東省購買東江水，有評論認為，這也間接造成私人供水公司佔據東江水資源的情況。於是，一些東江流域的農村缺水的報導，亦時有所聞。

  

  

  

南方民主同盟認為，可以享用食水，是天賦人權，不贊成水務私有化。另一個組織＜全球化監察＞更認為，大家應留意及支持各地民眾發起的＜奪回公營食水運動＞。＜
全球化監察＞認為，香港特區政府的官商勾結的作風一直沒有改變，外國政府、跨國企業及香港本地的公司，依然對香港水市場虎視眈眈，不斷希望成功將香港的水市場私
有化。

  

  

  

他們認為，引進市場競爭只是政府的宣傳技倆。政府其實只是關心股權出售所帶來的豐厚資金。可是水市場私有化後，大商家必定會以改善管理、提高營運效率、精簡
架構等藉口，進行裁員、減薪及降低其他員工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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