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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十四章  

 

檢討及建議檢討及建議檢討及建議檢討及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  總論總論總論總論  

 

1 4 .1  選 管 會對 選 舉委 員 會 界別 分 組選舉 及 行政 長 官選舉 的 順利 舉

行，大致感到滿意。兩項選舉均在公開、公平及誠實的情況下舉行。

兩項選舉完成後，選管會按照以往做法，就選舉程序和安排的各個方

面進行詳盡檢討，以期改善日後的選舉安排。檢討重點和相關的建議

載於下文各段。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  檢討及建議檢討及建議檢討及建議檢討及建議  

 

二零零六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二零零六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二零零六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二零零六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  

 

( I )  與籌備工作有關事項與籌備工作有關事項與籌備工作有關事項與籌備工作有關事項  

 

( A )  提名期  

 

1 4 .2  二零零六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提名期共八天，由二零零

六年十一月一 日至 八日。期間共接獲 1 ,1 07 份提名。由於候選人眾

多，選舉事務處認為日後的選舉適宜把提名期延長至 14 天 (類似立法

會選舉及區議會選舉的安排 )，使處理提名及核實提名是否有效的工

作時間更為充裕。較長的提名期是現行選舉法例所容許的。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3  因應二零零六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的經驗，日後同類選

舉提名期可考慮延長至 14 天，以便有更充裕時間處理提名，以及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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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更多合資格人士成為候選人。雖然有可能在提名期快要屆滿時，仍

有些提名湧至，但是較長的提名期應可在某程度上紓緩大量工作的壓

力。  

 

( B)  應變計劃  

 

1 4 .4  選舉事務處擬出一個全面應變計劃，內含一系列應變措施，包

括成立五個後勤補給站，為 11 0 個投票站補給物資 (例如投票箱、選

票、傢具等 )、提供額外人手及專用運輸車輛等。此外，為確保二零

零六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順利進行，選舉事務處備有匯集投票

率數據的後備系統，以及用以設置中央點票站的後備場地。該等措施

亦按實際需要，於事前進行測試。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5  選管會認為應繼續就選舉安排的各方面，為每次選舉或補選擬

出全面應變計劃，以應付未能預見的困難情況。  

 

( C )  預訂合適場地作為中央點票站  

 

1 4 .6  二零零五年行政長官選舉剛過了不久，選舉事務處假設選舉委

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會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舉行，開始物色合適場地作

為中央點票站。其後投票日定為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日，於是預訂香

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 2 和 3 作為中央點票站。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7  今次雖然物色得到合適的場地，但不要理所當然的認為每次都

可以如此。由於本港合適場地短缺，應盡早決定投票日，以便預訂合

適場地作為中央點票站。在選定確實投票日期之前，最宜先預定數個

採用機會較大的日期，以確保有合適場地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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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與運作有關的事宜與運作有關的事宜與運作有關的事宜與運作有關的事宜  

 

( D )  候選人介紹單張遺漏了一位候選人的政綱短文  

 

1 4 .8  選舉事務處接獲若干投訴，稱在候選人介紹單張內遺漏了一位

界別分組候選人的政綱短文。經調查之後，發現由於手民之誤以致漏

印，選舉事務處立即與政府物流服務署跟進補救，重印候選人簡介。

有關職員也獲訓示以後工作應該更加謹慎。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9  雖然今次是手民之誤的個別事件，但是為改善情況，如果截稿

時尚未收到候選人寄來載有其政綱的方格表，選舉事務處應主動聯絡

候選人以確定他是否打算在候選人介紹單張中印出其政綱，然後才把

介紹單張付印。  

 

( E )  投票站擺放候選人介紹單張  

 

1 4 .1 0  為方便選民辨別眾多候選人，候選人介紹單張包括了每個界別

分組的候選人姓名及他們聲稱的政治聯繫撮錄，而每個投票站均提供

候選人介紹單張文本，讓選民參考 (如需要的話 )。有些候選人提出在

發票櫃的職員每發出選票應主動向選民提供簡介一份。參考了上述

建議之後，每個投票站近入口處報告板均貼上通告，告知選民投票站

內有候選人簡介備索。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1 1  應繼續在報告板貼出通告，告知選民在投票站內有候選人簡介

備索，這項安排亦可提醒有此需要的選民。在投票站內向每位選民派

發一份簡介不切實際，因為這樣的安排涉及財政和環保方面的考慮。

此 外 ，由 於在 投票 日 前 已 隨投 票通 知 卡， 向每 位選 民 寄發 候選 人簡

介，所以在投票當日無此必要再派發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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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在投票站張貼候選人的資料單張  

 

1 4 .1 2  投票站必須在其入口張貼候選人的資料單張。有些候選人投訴

部分資料單張未有包括候選人的政綱，可是寄發予選民的候選人介紹

單張則載有政綱。他們並建議所有有關資料均需列在資料單張之上，

以供選民參考。  

 

1 4 .1 3  部分候選人也不滿每個有競逐的界別分組的資料單張一般只有

一頁的篇幅，而醫學界界別分組和社會福利界界別分組則分別有兩頁

和三頁。他們認為對排在第二頁或第三頁的候選人並不公平，因為易

為部分選民忽略。上述兩個界別分組的資料單張超過一頁，因為候選

人眾多 (醫學界界別分組佔 63 人、社會福利界界別分組佔 99 人 )。對

此，選舉事務處經過考慮之後，指示投票站主任將上述兩個界別分組

的資料單張的各分頁應該並排張貼。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1 4  日後選舉，在投票站張貼的候選人資料單張應該加大，包括候

選人的全部有關資料。對於有超過一頁單張的界別分組，應該繼續並

排張貼，此安排應清晰指示所有投票站主任。  

 

( G )  聯合選舉廣告免費郵遞服務  

 

1 4 .1 5  部分候選人建議免費郵遞服務應包括聯合選舉廣告，但同一份

聯合選舉廣告只限免費投寄一次 (以免對同一界別分組的獨立候選人

不公平 )，這樣亦可以節省紙張。  

 

1 4 .1 6  免費投寄的選舉廣告，其所載資料只限與該候選人參選有關界

別分組選舉有關的資料 (立法會地方選區選舉由於採用名單制則為例

外 ) (參看《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表第 3 8 條、《選舉委員會選舉程序

規例》第 9 9( 1 )條、《郵政署規例》第 6 (1 ) ( d )條及選管會指引第 8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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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目的在於為候選人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以免聯合候選人在宣

傳時相對獨立候選人有不公平的優待。  

 

1 4 .1 7  根據律政司的意見，同一界別分組的一羣候選人製作的聯合選

舉 廣 告不 符合 上述 規 定， 因為 所宣 傳 的是 同一 界別 分 組的 一羣 候選

人，不符合只限“與該候選人參選有關”的規定。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1 8  選管會留意到建議可能導致少付郵費、節省用紙，不過，對於

製作聯合選舉廣告的一羣候選人可帶來不公平優待，因為他們可以省

下了得到公眾贊助而寄出的選舉廣告的製作成本。因此，建議日後再

檢討此事。  

 

( H )  運送投票箱至點票櫃  

 

1 4 .1 9  有些關注指出把投票箱由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 2 運至展覽

廳 3 耗用了時間，因為投票箱均需根據每個投票站分批經由升降機運

送。投票箱接收區和存放區與點票區分在兩樓層，有礙將投票箱運至

點票區的工作流程及效率，因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為安全理由只容許

用升降機把投票箱由展覽廳 2 運至展覽廳 3。每次把投票箱由展覽廳

2 運送至展覽廳 3 須以中英文宣布，也耗用了時間。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2 0  選管會認為中央點票站應有足夠空間同時容納點票區及投票箱

接收區及存放區，又或投票箱接收區及存放區最少應與點票區同一樓

層 ， 以免 把投 票箱 在 兩 樓 層間 運送 的 後勤 工作 變得 繁 複。 如情 況可

行，應在日後的選舉進一步理順這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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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選票分揀、分流、目視檢查所需的時間  

 

1 4 .2 1  有些批評指出完成點票的時間太長：第一批投票箱於二零零六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約 凌 晨 十 二 時 四 十 五 分 開 啟 ， 但 實 際 點 票 (經 過 分

揀、分流、目視檢查 )要到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二時四十五

分才開始。在點票程序中，按界別分組分揀選票需時最長，因為點票

人員需要小心核對每個界別分組分揀所得選票的數目與選票結算表上

的數目。如有不符，又得重新點算以確定是否分揀妥當。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2 2  選管會建議加強點票人員在分揀選票方面的訓練，以加快分揀

選票的過程。  

 

( J )  公布選舉結果  

 

1 4 .2 3  第一批點票結果要到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約七時三十

分才公布，即投票完成後超過九小時。選管會注意到公布選舉結果看

來 有 所延 遲可 能是 點 票 程 序審 慎以 確 保結 果準 確所 致 。點 票開 始之

後，所有選票按界別分組分揀，然後用光學標記閱讀機閱讀。為免漏

點被錯誤分揀的選票，要待光學標記閱讀機閱讀完全部界別分組的選

票才滙集個別界別分組的選舉結果。因此，選舉結果集中一起宣布。

第一批選舉結果在十二月十一日上午約七時三十分宣布，其他界別分

組的選舉結果也隨後緊接宣布。選舉主任要在台上排隊輪候宣布選舉

結果。由於候選人眾多，而選舉主任又要用廣東話和英文讀出每位候

選人的名字和編號及得票數目，以及當選候選人的姓名及編號，所以

需用更多時間。最後一個界別分組的選舉結果要待中午才可以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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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2 4  選舉事務處應檢討點票流程及宣布選舉結果的程序，研究及探

討方法加快過程但又不影響點票結果的準確性。  

 

( K )  在投票站內使用傳真機  

 

1 4 .2 5  今次選舉，一如二零零五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補選，當日數

據資訊中心利用傳真機收集共 11 0 個投票站的選舉統計數字。這是首

次 利 用傳 真機 收集 大 型 一 般選 舉的 統 計數 字。 整體 運 作暢 順及 有效

率。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2 6  相 比 以往 選 舉所 用 的 其他 方 法，例 如 以電 話 作口頭 匯 報或 以

“互動式音訊電話系統的電腦電話系統”作電子匯報，這個方法更為

直 接 、簡 單及 易於 操 作， 而且 能處 理 大量 向數 據資 訊 中心 匯報 的數

據，又能確保數據高度完整。選管會建議日後的立法會選舉或選舉委

員會界別分組選舉，由於特別需要處理大量數據，應繼續使用這個能

提高效率和準確性的方法。  

 

( L)  調派點票人員  

1 4 .2 7  為防工作人員體力不支，中央點票站點票工作，實行兩更制，

以 應 付一 旦投 票日 翌 日 上 午八 時三 十 分仍 未完 成點 票 。第 一更 約為

1 , 250 人，而第二更約為 2 40 人。第一更由投票日晚上八時三十分至

翌日上午八時三十分。第二更由翌日上午七時三十分接手。到第二更

人員開始工作時，部分界別分組的點票程序已差不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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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2 8  根據今次選舉經驗，選舉事務處應審慎檢視輪更制及點票人員

的工作時間，提出更高效便捷的安排。  

 

( M )  檢察人員巡視投票站  

 

1 4 .2 9  選舉事務處組成三隊檢察隊巡視共 22 個分佈全港的投票站，

核查投票站人員是否確有依循工作手冊中規定的投票程序安排投票工

作 。 檢察 隊只 發現 有 關 與 展示 選舉 通 告及 候選 人政 綱 的輕 微違 規情

況，在場的投票站人員知悉後已立即糾正。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3 0  選管會認為檢察隊在投票站核查不合常規或異常情況方面十分

有用，又能及時按需要指導投票站人員。日後選舉應繼續安排調派檢

察隊進行巡視投票站的工作。  

 

( I I I )  與指引有關事項與指引有關事項與指引有關事項與指引有關事項  

 

( N )  無競逐的界別分組免費郵遞安排  

 

1 4 .3 1  幾位無競逐的界別分組候選人查詢可否利用免費郵遞服務向選

民寄發“謝票”信。  

 

1 4 .3 2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表第 38 條，獲有效提名的候選

人有權按選管會規例利用免費郵遞向其界別分組內每位選民寄出一份

與選舉有關的函件。根據《選舉委員會選舉程序規例》第 9 9 (1 )條，

只 要 有關 的界 別分 組 選 舉 候選 人投 寄 郵件 的內 容與 該 候選 人參 選有

關，則該候選人可免付郵資投寄郵件一次。根據法例，只要候選人獲

有效提名，則無論選舉有競逐與否，候選人仍可免費投寄郵件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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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3 3  不過，根據選管會指引第 8 . 7 3 段，候選人必須在免費投寄的

郵件信封正面寫上“選舉廣告”字樣。由於“謝票”信非為宣傳某次

選舉的候選人，不能視為“選舉廣告”。所以無競逐的候選人如有需

要與選民聯繫，可在信封正面寫上“ E l e c t i on  M ai l”或“選舉函件”

字樣會更為恰當。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3 4  有意利用免費郵遞服務的無競逐的候選人應可繼續利用該免費

郵遞安排。選管會指引第 8 . 7 3 段應適當地作出修訂。  

 

( O )  指定展示位置展示的橫額規定尺寸  

 

1 4 .3 5  有些候選人不滿選舉主任不容許他們在獲分配的相連而無分隔

的位置展示長過 2 . 5 米的聯合宣傳橫額。他們指出 2 . 5 米是規限個別

候選人獲編配的面積的指引，只要展示橫額不超過他們獲編配的面積

總和便不違反指引。  

 

1 4 .3 6  選舉會指引第 8 . 28 段述明同時為兩個或以上界別分組的候選

人宣傳的選舉廣告，可在有關候選人獲編配的指定展示位置展示。不

過，聯合選舉廣告的位置數目及實際佔用的面積，不得超逾個別候選

人獲編配指定展示位置的數目及面積總和。選管會指引第 8 .32 段規

定在欄杆及圍欄展示的選舉廣告不能超逾這些設施的高度及長度，在

任何情況下不得超過 1 米高及 2 . 5 米長。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3 7  選管會認為選管會指引第 8 . 2 8 段及第 8 . 3 2 段並不存在矛盾，

前者的作用是限制候選人或在立法會選舉中的候選人名單獲分配展示

選舉廣告的總面積及展示位置數目，後者則限制每個指定位置所展示

選舉廣告的尺寸。不過，兩段應互為參照，以助更清晰了解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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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選舉政綱所用語言  

 

1 4 .3 8  一名不懂中文的選民關注到其界別分組的候選人在他們的簡介

中所有資料都是中文，因此不能參與選舉過程，因為在不知道候選人

政綱的情況下不能投票。該名選民建議候選人也應備有英文政綱。目

前，候選人都接到一張供製作候選人簡介用的政綱方格表填寫須知。

雖然對所用語言並無限制，但須知中提醒候選人有選民只懂中文或只

懂英文，而這兩類選民同樣有權得知候選人政綱。選管會指引第 4 .3 8

段也提醒候選人有些選民只懂英語。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3 9  現有指引已提醒候選人在簡介中所用語文一事。但事實上，採

用哪種表達方式純屬候選人的個人決定。不過，選管會仍會繼續提醒

候選人注意有些選民不懂中文。  

 

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選舉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選舉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選舉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選舉  

 

( I )  與準備工與準備工與準備工與準備工作有關事宜作有關事宜作有關事宜作有關事宜  

 

( A )  預訂適合場地  

 

1 4 .4 0  大嶼山的亞博館用作行政長官選舉的投票站兼點票站，因為在

指定日期沒有其他合適場地可供使用。由於亞博館並非位於市中心，

對很多人來說是比較新的場地，為方便選民，確保他們快捷到達，需

要安排一連串措施，以應付因不可預見的情況引致投票日的交通或到

場路線受影響。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4 1  將來選用作投票站兼點票站的場地，交通方便應為重要考慮。

如有可能，日後應選用更方便場地。由於香港的場地供應有限，應盡



 

  

75

早決定投票日，確保預訂合適場地。在選定確實日期之前，最宜先預

定幾個可能會採用的日期，保證有合適場地可用。  

 

( B )  投票時間  

 

1 4 .4 2  在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選舉中，第一輪投票時間由一小時改為

兩小時 (見上文第 8 . 4 段 )。由於投票站離市中心頗遠，加上作為場地

的亞博館不大為選民熟悉，延長投票時間有助投票日投票工作暢順進

行。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4 3  日後行政長官選舉，可考慮第一輪投票時間維持在兩小時，特

別是採用新的地點為投票站。  

 

( C )  為選民提供交通指南  

 

1 4 .4 4  為方便選民往返亞博館，向選民寄發投票通知時，也一併寄上

交通指南 (見上文第 8 . 11 段 )。事先把詳細的交通安排通知選民，有助

選民估計投票日前往亞博館選用哪種方式以及出門時間，以免由於不

熟悉交通情況，以致到最後才趕到或甚至錯過投票時間。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4 5  日後行政長官選舉假如選用不大為人熟悉的場地，應擬備詳細

的交通指引，事先向選民提供，方便選民預早計劃行程，減少在交通

上遇到不必要阻滯。  

 

( D )  選民名牌  

 

1 4 .4 6  於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選舉中，在選舉舉行前，名牌 (及入車

許可證 )連同投票通知一併送交選民 (見上文第 8 .1 2 段 )。投票當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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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選民都配戴名牌進入投票站。這樣有助工作人員分辨選民、傳媒

工作者及場館附近市民，從而有助接待工作順利進行，使選民通暢無

阻 進 入投 票站 。此 外 ， 由 於名 牌上 註 明選 民所 獲編 配 的發 票櫃 編

號，選民在工作人員引領之下，很快便被帶到投票站內正確的發票櫃

。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4 7  日後行政長官選舉，應繼續在選舉日前向選民提供名牌 (上有

發票櫃編號 )連入車許可證，因為這項安排明顯有助接待及保安工

作。  

 

( E )  迎賓及接待工作  

 

1 4 .4 8  由於亞博館可能對很多人來說是新設施，而場館面積很大，為

確保選民安全順利往來，選舉事務處調派多名人員擔任迎賓及接待工

作，指示從四方八面而來的選民及市民，由不同指定路線通往場館適

當的分區。這個安排有助確保只有選民及當值人員獲准進入投票站，

因而有助投票順利進行。同時，市民也可有秩序地進入場館，前往點

票站指定範圍觀看點票。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4 9  日後行政長官選舉，應再安排足夠人手在投票站內外重點位置

駐守，指示選民及市民前往投票站及點票站不同指定地點，維持附近

的秩序。  

( F )  投票站內的等候區及休息區  

 

1 4 .5 0  為 方 便選 民 ，投 票 站 入口 正 前面闢 設 了等 候 區，早 到 的選 民

(即投票時間開始前到達的選民 ) (約 9 0 名 )可以在等候區坐下等候。同

時，在投票站出口外闢設了休息區，讓投票後希望留下觀看點票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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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休息。設立這兩個區受到選民歡迎，並有助鼓勵大多數選民留下觀

看點票。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5 1  日 後 行政 長 官選 舉 可 考慮 採 取類似 安 排。 在 入口處 安 排等 候

區，可以令較早到場的選民安坐。另一方面，投票站出口處安排休息

區，可鼓勵選民投票後留下觀看點票。如果需要進行第二輪投票，也

更方便與選民聯絡。  

 

( G )  發票櫃及投票間  

 

1 4 .5 2  由於投票時間關係及同日可能需要多過一輪投票，並考慮到臨

近投票結束，各發票櫃枱可能需要服務大批湧入的選民，所以每張發

票櫃服務的選民數目皆經過精心計算。 22 張發票櫃按選民的香

港身份證號碼排列接待選民，在投票站內分為兩排擺放，每張約服務

2 0 至 4 7 名選民。當日在高峰期，部分櫃只有約五至六名選民排

隊，而幾分鐘後人龍已散去。  

 

1 4 .5 3  為確保選民能迅速進入投票間填劃選票， 61 個投票間 (包括五

個 供 殘 疾 選 民 使 用 的 投 票 間 )設 置 在 投 票 站 兩 旁 ， 盡 量 避 免 出 現 人

龍。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5 4  日後行政長官選舉，應同樣小心規劃，確保安排足夠發票櫃

及投票間，並選取足以容納這個安排的場地，以及安排足夠人手在發

票櫃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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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與問題選票有關事項與問題選票有關事項與問題選票有關事項與問題選票有關事項  

 

( H )  使用實物投射器展示問題選票  

 

1 4 .5 5  選舉主任在裁定選票的有效性時，利用實物投射器把問題選票

逐一投影在熒幕。部分人士對此安排表示支持，認為能增加點票過程

的透明度，以及教育市民如何正確投票。不過，亦有些人士關注到如

果選票是故意如此填劃，使候選人得知誰是選民，利用實物投射器展

示選票供公眾檢視，可能助長違法及舞弊的“買票”行為。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5 6  利用實物投射器展示以待裁決的問題選票，方便候選人、其代

理人及市民檢視選票。這種做法，在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選舉中特別

有用，因為場地頗大。不過，有些人可能認為候選人，其選舉／監察

點票代理人，根據《行政長官選舉程序規例》已獲准檢驗問題選票，

故在驗票過程中，使用實物投射器不會助長違法及舞弊行為。此外，

為抑減可能出現的違法及舞弊行為，《行政長官選舉程序規例》早已

規定選票上有文字或記認而選舉主任認為藉此可能識別投票人身分，

該選票會不予點算。雖則如此，利用實物投射器在點票站展示問題選

票，市民反應不一，故此在下次行政長官選舉之前，選舉事務處應檢

討這項安排。  

 

( I I I )  與協調及監察有關的事項與協調及監察有關的事項與協調及監察有關的事項與協調及監察有關的事項  

 

( I )  協調其他政府部門及團體  

 

1 4 .5 7  由於行政長官選舉在香港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因此必須確

保選舉順利進行，為此，必須集多個政府部門 (例如警務處、運輸

署及政府新聞處 )，以及商業機構 (如經營來往亞博館路線的巴士公司 )

的專門知識及資源，共謀此事。這些部門及機構在籌備選舉時出力不

少，至投票當日又分擔不同工作。選舉期間，他們與選舉事務處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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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他們投入專才經驗、對審慎規劃、實行保安、交通、接待傳媒

的安排大力支持，協助行政長官選舉順利進行，貢獻良多。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5 8  今次行政長官選舉的運作經驗，顯示相關政府部門及機構的協

助及承擔對成功舉行大型選舉至為重要。日後行政長官選舉或其他大

型選舉，在投票當日及之前，選舉事務處應繼續與相關政府部門就各

方面的安排緊密合作，在規劃、決策及實施過程中集資訊及資源，

及早應對可能出現的棘手問題。大型選舉要順利進行，必須得到相關

部門及機構的要員參與。  

 

( J )  設立聯合統籌中心  

 

1 4 .5 9  今次相關政府部門及機構首次組織了聯合統籌中心，在投票日

監察選舉進行。這個中心證明有效協調選舉當日由不同單位負責的各

項工作，包括及時分享資訊、發放資訊、討論問題對策及監控異常事

件。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4 .6 0  選管會認為日後行政長官選舉應設立聯合統籌中心，在投票日

中央統籌選舉的進行。這個安排也應擴及其他大型主要選舉，按不同

選舉的特殊需要，調整聯合統籌中心的人手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