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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行政長官選舉投票和點票安排  

 

第一節  －  招募投票站／點票站工作人員  

8 .1  鑑於選舉委員人數相對較少，加上是次行政長官選舉

只有一個主投票站、一個點票站和預期極少數目的專用投票站，

因 此 選 舉 事 務 處 調 派 約  450 位 員 工 在 投 票 日 擔 任 投 票 站 和 點 票

站的工作人員，而沒有如其他選舉，展開全面的招募運動。  

 

第二節  －  為投票站／點票站工作人員提供培訓   

8 .2  為 使 獲 委 任 的 工 作 人 員 掌 握 履 行 本 身 職 務 所 需 的 運

作知識及技能，選舉事務處分別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二日和十三

日 ，於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了兩場一般簡介會，並於投票日前，

即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三 日 和 二 十 四 日 ， 舉 行 實 地 綵 排 和 簡 介

會，使負責不同崗位的人員，都能熟習選舉場地及選舉過程的運

作。選舉事務處亦編撰了兩套工作手冊，其中一套是為投票站主

任、副投票站主任和助理投票站主任而編的，另一套則為投票助

理員和投票站事務員而編。  

 

第三節  －  選定投票站場地  

8 .3  選 舉 事 務 處 早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便 開 始 為 是 次 行 政 長 官

選 舉物色合適的場地。經廣泛搜尋後，選舉事務處最後預訂了香

港 會 議 展 覽 中 心 三 樓 大 會 堂 (約 6 ,000平 方 米 )和 五 樓 F和 G展 覽 廳



 57 

(約 9 ,000平方米 )，分別作為是次行政長官選舉的主投票站和中央

點 票 站 。 這 些 地 方 面 積 合 共  15 ,000  平 方 米 ， 並 在 所 需 的 日 子 提

供了地點適中及寬敞的場地作選舉之用。在該場地亦方便殘疾選

民進出。此外，也設有專門通道，方便投票結束後把投票箱由主

投票站運往中央點票站，以及選舉委員在投票後前往中央點票站

觀察點票。  

 

第四節  －  投票安排  

投票時間  

8 .4  有 競 逐 選 舉 的 第 一 輪 投 票 時 間 (或 無 競 逐 選 舉 的 投 票

時間 )定於上午九時至十一時。如有需要超過一輪投票，第二和第

三輪投票分別定於同日下午二時至三時，以及晚上七時至八時。  

8 .5  如有需要作第四或更多輪的投票，投票將於翌日舉行

(即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每輪投票結束後，均會即 時 點 票 。 

 

主投票站  

8 .6  為 免 在 投 票 快 將 結 束 前 出 現 人 龍 ， 主 投 票 站 設 立 了  

33  個發票櫃枱和  59  個投票間 (其中三個專為殘疾人士而設 )。與

其他選舉相似，主投票站外劃設了禁止拉票區及禁止逗留區。站

外還有專為早到的選 舉委員而設的等候區，亦有一個休息區，供

選舉委員在投票後使用。除了在主投票站內的每個投票間都張貼

候選人的簡介單張外，當局也在主投票站入口附近張貼放大版本

的候選人簡介單張。  

8 .7  由於預期在會場附近可能有示威舉行，警方遂於投票

當日，在主投票站外劃出指定公眾活動區。由於保安及選舉委員

能否進入會場，對 選舉能否順利舉行至關重要，因此選舉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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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警方和場地管理人員在保安及交通管理事務上緊密合作。為加

強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場內保安，當局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博覽

道入口，以及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各層連接主投票站和中央點票站

的專門通道實施進出管制。每名選舉委員都會獲發給一個印有條

碼的名牌，在投票日以資識別。每名選舉委員在進入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前須出示名牌，並在交予工作人員掃描印於名牌上的條碼

後，才可獲准通過進出管制點。  

 

投票通知  

8 .8  根據法例規定，選舉事務處會在投票日前十天向選舉

委員寄出投票通知。該通知附有總選舉事務主任發出的信件，提

供 有關行政長官選舉的重要資料。該信件也呼籲選舉委員切勿在

投票站內與他人通信息，尤其不得向他人展示選票上的選擇，以

及在投票站內拍影片、拍照、錄音或錄影，也不可將選票帶離投

票站。  

8 .9  向每名選舉委員寄出的選舉郵件內，載有法律規定的

投 票 通 知 (述 明 投 票 日 的 日 期 、 主 投 票 站 的 地 址 和 投 票 時 間 )、 主

投票站和中央點票站的地圖、詳盡的投票指示，以及投票及點票

程序。該郵件內還有一幅標示主投票站禁止拉票區範圍的地圖、

候選人的簡介，以及一本由廉政公署印製的小冊子。  

8 .10  一如上文第  8 .7  段所述，基於保安理由及方便辨別選

舉委員的身分，發給每名選舉委員的郵件中，還包括一張選舉委

員名牌，每張名牌上所印的條碼都是獨一無二的。此外，為方便

乘坐私家車和的士的前來投票的選舉委員，郵件中還夾附了一幅

標 示 指 定 上 落 客 區 的 交 通 地 圖 和 一 張 車 輛 進 入 許 可 證 。 另 一 方

面，為方便當局評估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於投票日的交通狀況，以

讓警方早作籌謀，啟動必要的安排，當局要求選舉委員填寫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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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述明他們將乘搭何種交通工具到達主投票站。當局還請選

舉委員提供本人及／或其助手的手提電話號碼及／或電郵地址，

以便投票當天在有需要時，當局可以短訊或電郵方式向選舉委員

發放有關選舉安排的最新消息及／或應變措施。  

 

選票的設計  

8 .11  選 票 依 照 《 行 政 長 官 選 舉 程 序 規 例 》 訂 明 的 格 式 設

計。由於有可能須進行多於一輪投票，各輪投票使用不同顏色的

選票，以資識別。  

 

投票程序  

8 .12  選舉委員須在投票間內，採用獲提供的有 “”號印章

填劃選票。選舉委員在填劃選票後，須將選票摺疊，隱藏已填劃

的一面，然後將摺疊的選票放進投票箱內。投票程序簡介已張貼

於投票站及每個投票間內。  

8 .13  在投票後，選舉委員可前往中央點票站觀看點票過程

或離場，但當局鼓勵選舉委員留下觀看點票過程，直至有點票結

果，以便在有需要時他們可前往投票站進行另一輪投票。  

 

為在囚、遭還押及拘留的選民而設的特別投票安排  

8 .14  為供遭懲教署囚禁或還押的選民在投票日投票，選舉

事務處計劃在懲教署各懲教院所設立專用投票站。於二零一二年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即 投 票 日 之 前 的 一 日 )， 懲 教 署 通 知 選 舉 事 務 處 沒

有選民遭該署囚禁或還押，因此並沒有需要在懲教院所設立專用

投票站。  

8 .15  選舉事務處在跑馬地警署設立專用投票站，供在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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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遭 執 法 機 關 (懲 教 署 除 外 )還 押 或 拘 留 並 表 示 希 望 投 票 的 選 民 投

票。由於執法機關可能在投票日任何時間拘捕屬選民的人士，故

該專用投票站的開放時間，與主投票站相同。  

8 .16  專用投票站除規模較小外，場地佈置基本上與主投票

站相同，只是基於保安理由，其中一些投票所用的物品須特別設

計。  

 

第五節  —  點票安排  

中央點票站  

8 .17  中 央 點 票 站 內 設 有 點 票 區 、 供 選 舉 委 員 使 用 的 座 位

區、供傳媒使用的工作區，以及供公眾人士觀看點票的座位區。

每名候選人在中央點票站內都獲配了一間房間。  

 

點票程序  

8 .18  選票以人手點算。在任何一輪投票中，任何一名候選

人取得超過 600 張有效選票，即在行政長官選舉中當選。如須進

行另一輪投票，選舉主任便會通過電子媒體、短訊及電郵 (就那些

已 向 選 舉 事 務 處 提 供 手 提 電 話 號 碼 和 電 郵 地 址 的 選 舉 委 員 而

言 )，以及設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博覽道和港灣道兩個入口的大型

展示板公布。選舉事務處建議已離場的選舉委員密切留意有關公

布，並及時返回主 投票站投票。另外，他們也可以向選舉事務處

熱線查詢，以及登入專為行政長官選舉而設的網站查閱是否須重

返投票站，進行另一輪投票。  

8 .19  開始點票後，投票站主任會改任為點票主任，監督點

票過程。選舉主任須負責決定問題選票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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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  維護投票保密  

8 .20  投 票 日 前 傳 媒 報 道 社 會 上 關 注 到 如 何 維 護 投 票 保

密，特別是有揣測性報道暗示在投票間進行的投票程序可能會被

人用隱藏式攝影器材攝錄下來，令選舉委員的投票選擇被公開。

另有報道表示憂慮是否可從選舉委員所投的選票辨別選舉委員的

身分。此外，由於手提電話一般都配備拍照功能，而選舉委員又

可攜帶手提電話進入主投票站，有報道亦表示憂慮是否有足夠措

施防止拍到已填劃的選票。因應上述關注，選管會和政府均盡力

讓公眾理解投票是 保密的及已有足夠的法例條文和行之有效的選

舉措施維護投票保密，並防範可能出現的舞弊或非法行為。為此，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在立法會會議

上解釋，政府、選管會和執法機關一向嚴格按照《基本法》、有

關的選舉法例、規例和選舉活動指引履行職務，致力確保所有選

舉，包括行政長官選舉都以公平、公正、廉潔和誠實的方式進 行 。

尤 須 指 出 的 是 ， 《 選 舉 (舞 弊 及 非 法 行 為 )條 例 》 已 有 條 文 禁 止 在

行政長官選舉中作出舞弊及非法行為，包括施以武力或脅迫手段

影響某人的投票意向。如接獲任何違反上述條例的投訴，選管會

和有關執法機關將會嚴肅處理。  

8 . 2 1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亦 於 該 會 議 上 申 明 投 票 站 範

圍 內一律嚴禁拍照或錄影，而選票、投票間、投票及點票程序的

設計均 確保投票保密。他強調政府不會容忍在投票站內出現任何

違法行為，並會即時依法採取行動。  

8 . 2 2  與此同時，在徵詢選管會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意見

後，選舉事務處就行政長官選舉採取了下述措施，以釋除公眾對

投票保密安排所表達的疑慮：  

( a )  在投票日前不久，選舉事務處致函各選舉委員，提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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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根據有關選舉法例，在投票站範圍內就投票事宜與人

溝通，拍影片、拍照、錄音或錄影及將選票帶離投票站

等行為，均屬違法。當局也在發票櫃枱和投票間的顯眼

位置張貼告示，提醒選舉委員有關規定；  

( b )  選舉事務處安排了額外人手，在主投票站內負責接待的

工作，並負責監察投票程序，確保嚴守上述規定。為審

慎起見，駐守主投票站的投票站工作人員也盡力提醒和

呼 籲 選 舉 委 員 在 進 入 主 投 票 站 前 ， 關 掉 手 機 ／ 通 訊 器

材；  

( c )  在投票日前一天的晚上，警方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三樓

大會堂和五樓 F 和 G 展覽廳，即用作主投票站和中央點

票站的會場進行場地保安搜查；  

( d )  由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大會堂的樓底較高，並在高處裝

設了不少設施／裝置，選舉事務處遂在每個投票間頂部

加上間板，作為額外措施，防範有人從投票間上方作出

監視投票，並加強公眾對投票保密的信心；以及  

( e )  除 了 事 前 移 除 或 關 掉 主 投 票 站 內 的 所 有 監 察 攝 影 機

外，選舉事務處也安排政府人員在投票期間負責把守操

作有關裝置的控制室。  

8 .23  另 一 方 面 ， 選 管 會 主 席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三 月 二 十 四 日

(即 投 票 日 前 一 天 )早 上 會 見 傳 媒 時 ， 再 次 呼 籲 選 舉 委 員 特 別 留 意

上文第 8 .22(a )段所述的法例規定。在回應傳媒就有關不當拉票活

動的指稱作出的 提問時，選管會主席強調選舉委員可按其意願投

票 及投票是保密的。這兩個原則是香港選舉制度的重要基礎。在

任何情況下，選舉委員無須透露他投選哪位候選人。現時已有清

晰的法例條文禁止對任何人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或威脅對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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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而誘使該人在選舉中投票或不投票，或

投票或不投票予某候選人。此外，選管會主席指出，根據法例，

任何人不得向另一人傳達在投票站內取得的關於任何選舉委員將

會投票予哪名候選人，或已投票予哪名候選人的任何資料。任何

人亦不得直接或間接誘使選舉委員展示他已填劃的選票，以致任

何人得知關於該選舉委員已投票予哪名候選人的任何資料。他保

證投票站內有足夠工作人員維持秩序，確保投票保密。其後，當

局發出新聞稿。  

 

第七節  —  應變措施  

8 .24  為 應 付 天 氣 惡 劣 或 發 生 其他 緊 急 事 故 為 (如 火 災 或 停

電 )等 不 可 預 見 情 況 ， 選 舉 事 務 處 已 作 出 下 列 情 況 所 需 的 應 變 措

施：  

( a )  投票或中央點票站的點票工作可能延遲或押後；  

( b )  就 上 文 ( a )項 而 言 ， 需 恢 復 經 押 後 的 投 票 或 點 票 工 作

(視乎屬何種情況而定 )；以及  

( c )  如前往投票站的通路因水浸、火災或其他緊急事故而

受阻，導致投票站不能運作，可能需啟動另一個投票

站。  

8 .25  為確保投票順利進行，選舉事務處已預備其他應變措

施，以應付任何未能預見的情況：  

( a )  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和選舉事務處辦公室存備額外選

票和投票箱等，應付緊急情況；  

( b )  預訂車輛，在有需要時運送設備及緊急接載選舉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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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人員；  

( c )  在有關政府部門及機構協助下，在投票日密切監察往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及附近地區的交通情況；  

( d )  要求機電工程署提供後備電力，確保一旦電力中斷仍

能繼續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進行投票和點票；以及  

( e )  為 公 布 實 施 任 何 緊 急 安 排 作 好 全 面 準 備 (包 括 邀 請 選

舉委員自願提供聯絡手提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以便

緊急聯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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