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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第十四章  

 

检讨及建议检讨及建议检讨及建议检讨及建议  

 

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  总论总论总论总论  

 

1 4 .1  选 管 会对 选 举委 员 会 界别 分 组选举 及 行政 长 官选举 的 顺利 举

行，大致感到满意。两项选举均在公开、公平及诚实的情况下举行。

两项选举完成后，选管会按照以往做法，就选举程序和安排的各个方

面进行详尽检讨，以期改善日后的选举安排。检讨重点和相关的建议

载于下文各段。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节节节节  ————  检讨及建议检讨及建议检讨及建议检讨及建议  

 

二零零六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二零零六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二零零六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二零零六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  

 

( I )  与筹备工作有关事项与筹备工作有关事项与筹备工作有关事项与筹备工作有关事项  

 

( A )  提名期  

 

1 4 .2  二零零六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提名期共八天，由二零零

六年十一月一 日至 八日。期间共接获 1 ,1 07 份提名。由于候选人众

多，选举事务处认为日后的选举适宜把提名期延长至 14 天 (类似立法

会选举及区议会选举的安排 )，使处理提名及核实提名是否有效的工

作时间更为充裕。较长的提名期是现行选举法例所容许的。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3  因应二零零六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的经验，日后同类选

举提名期可考虑延长至 14 天，以便有更充裕时间处理提名，以及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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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更多合资格人士成为候选人。虽然有可能在提名期快要届满时，仍

有些提名涌至，但是较长的提名期应可在某程度上纾缓大量工作的压

力。  

 

( B)  应变计划  

 

1 4 .4  选举事务处拟出一个全面应变计划，内含一系列应变措施，包

括成立五个后勤补给站，为 11 0 个投票站补给物资 (例如投票箱、选

票、家具等 )、提供额外人手及专用运输车辆等。此外，为确保二零

零六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顺利进行，选举事务处备有汇集投票

率数据的后备系统，以及用以设置中央点票站的后备场地。该等措施

亦按实际需要，于事前进行测试。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5  选管会认为应继续就选举安排的各方面，为每次选举或补选拟

出全面应变计划，以应付未能预见的困难情况。  

 

( C )  预订合适场地作为中央点票站  

 

1 4 .6  二零零五年行政长官选举刚过了不久，选举事务处假设选举委

员会界别分组选举会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举行，开始物色合适场地作

为中央点票站。其后投票日定为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日，于是预订香

港会议展览中心展览厅 2 和 3 作为中央点票站。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7  今次虽然物色得到合适的场地，但不要理所当然的认为每次都

可以如此。由于本港合适场地短缺，应尽早决定投票日，以便预订合

适场地作为中央点票站。在选定确实投票日期之前，最宜先预定数个

采用机会较大的日期，以确保有合适场地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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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与运作有关的事宜与运作有关的事宜与运作有关的事宜与运作有关的事宜  

 

( D )  候选人介绍单张遗漏了一位候选人的政纲短文  

 

1 4 .8  选举事务处接获若干投诉，称在候选人介绍单张内遗漏了一位

界别分组候选人的政纲短文。经调查之后，发现由于手民之误以致漏

印，选举事务处立即与政府物流服务署跟进补救，重印候选人简介。

有关职员也获训示以后工作应该更加谨慎。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9  虽然今次是手民之误的个别事件，但是为改善情况，如果截稿

时尚未收到候选人寄来载有其政纲的方格表，选举事务处应主动联络

候选人以确定他是否打算在候选人介绍单张中印出其政纲，然后才把

介绍单张付印。  

 

( E )  投票站摆放候选人介绍单张  

 

1 4 .1 0  为方便选民辨别众多候选人，候选人介绍单张包括了每个界别

分组的候选人姓名及他们声称的政治联系撮录，而每个投票站均提供

候选人介绍单张文本，让选民参考 (如需要的话 )。有些候选人提出在

发票柜的职员每发出选票应主动向选民提供简介一份。参考了上述

建议之后，每个投票站近入口处报告板均贴上通告，告知选民投票站

内有候选人简介备索。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1 1  应继续在报告板贴出通告，告知选民在投票站内有候选人简介

备索，这项安排亦可提醒有此需要的选民。在投票站内向每位选民派

发一份简介不切实际，因为这样的安排涉及财政和环保方面的考虑。

此 外 ，由 于在 投票 日 前 已 随投 票通 知 卡， 向每 位选 民 寄发 候选 人简

介，所以在投票当日无此必要再派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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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在投票站张贴候选人的资料单张  

 

1 4 .1 2  投票站必须在其入口张贴候选人的资料单张。有些候选人投诉

部分资料单张未有包括候选人的政纲，可是寄发予选民的候选人介绍

单张则载有政纲。他们并建议所有有关资料均需列在资料单张之上，

以供选民参考。  

 

1 4 .1 3  部分候选人也不满每个有竞逐的界别分组的资料单张一般只有

一页的篇幅，而医学界界别分组和社会福利界界别分组则分别有两页

和三页。他们认为对排在第二页或第三页的候选人并不公平，因为易

为部分选民忽略。上述两个界别分组的资料单张超过一页，因为候选

人众多 (医学界界别分组占 63 人、社会福利界界别分组占 99 人 )。对

此，选举事务处经过考虑之后，指示投票站主任将上述两个界别分组

的资料单张的各分页应该并排张贴。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1 4  日后选举，在投票站张贴的候选人资料单张应该加大，包括候

选人的全部有关资料。对于有超过一页单张的界别分组，应该继续并

排张贴，此安排应清晰指示所有投票站主任。  

 

( G )  联合选举广告免费邮递服务  

 

1 4 .1 5  部分候选人建议免费邮递服务应包括联合选举广告，但同一份

联合选举广告只限免费投寄一次 (以免对同一界别分组的独立候选人

不公平 )，这样亦可以节省纸张。  

 

1 4 .1 6  免费投寄的选举广告，其所载资料只限与该候选人参选有关界

别分组选举有关的资料 (立法会地方选区选举由于采用名单制则为例

外 ) (参看《行政长官选举条例》附表第 3 8 条、《选举委员会选举程序

规例》第 9 9( 1 )条、《邮政署规例》第 6 (1 ) ( d )条及选管会指引第 8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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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目的在于为候选人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以免联合候选人在宣

传时相对独立候选人有不公平的优待。  

 

1 4 .1 7  根据律政司的意见，同一界别分组的一羣候选人制作的联合选

举 广 告不 符合 上述 规 定， 因为 所宣 传 的是 同一 界别 分 组的 一羣 候选

人，不符合只限“与该候选人参选有关”的规定。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1 8  选管会留意到建议可能导致少付邮费、节省用纸，不过，对于

制作联合选举广告的一羣候选人可带来不公平优待，因为他们可以省

下了得到公众赞助而寄出的选举广告的制作成本。因此，建议日后再

检讨此事。  

 

( H )  运送投票箱至点票柜  

 

1 4 .1 9  有些关注指出把投票箱由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展览厅 2 运至展览

厅 3 耗用了时间，因为投票箱均需根据每个投票站分批经由升降机运

送。投票箱接收区和存放区与点票区分在两楼层，有碍将投票箱运至

点票区的工作流程及效率，因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为安全理由只容许

用升降机把投票箱由展览厅 2 运至展览厅 3。每次把投票箱由展览厅

2 运送至展览厅 3 须以中英文宣布，也耗用了时间。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2 0  选管会认为中央点票站应有足够空间同时容纳点票区及投票箱

接收区及存放区，又或投票箱接收区及存放区最少应与点票区同一楼

层 ， 以免 把投 票箱 在 两 楼 层间 运送 的 后勤 工作 变得 繁 复。 如情 况可

行，应在日后的选举进一步理顺这个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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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选票分拣、分流、目视检查所需的时间  

 

1 4 .2 1  有些批评指出完成点票的时间太长：第一批投票箱于二零零六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约 凌 晨 十 二 时 四 十 五 分 开 启 ， 但 实 际 点 票 (经 过 分

拣、分流、目视检查 )要到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二时四十五

分才开始。在点票程序中，按界别分组分拣选票需时最长，因为点票

人员需要小心核对每个界别分组分拣所得选票的数目与选票结算表上

的数目。如有不符，又得重新点算以确定是否分拣妥当。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2 2  选管会建议加强点票人员在分拣选票方面的训练，以加快分拣

选票的过程。  

 

( J )  公布选举结果  

 

1 4 .2 3  第一批点票结果要到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上午约七时三十

分才公布，即投票完成后超过九小时。选管会注意到公布选举结果看

来 有 所延 迟可 能是 点 票 程 序审 慎以 确 保结 果准 确所 致 。点 票开 始之

后，所有选票按界别分组分拣，然后用光学标记阅读机阅读。为免漏

点被错误分拣的选票，要待光学标记阅读机阅读完全部界别分组的选

票才汇集个别界别分组的选举结果。因此，选举结果集中一起宣布。

第一批选举结果在十二月十一日上午约七时三十分宣布，其他界别分

组的选举结果也随后紧接宣布。选举主任要在台上排队轮候宣布选举

结果。由于候选人众多，而选举主任又要用广东话和英文读出每位候

选人的名字和编号及得票数目，以及当选候选人的姓名及编号，所以

需用更多时间。最后一个界别分组的选举结果要待中午才可以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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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2 4  选举事务处应检讨点票流程及宣布选举结果的程序，研究及探

讨方法加快过程但又不影响点票结果的准确性。  

 

( K )  在投票站内使用传真机  

 

1 4 .2 5  今次选举，一如二零零五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补选，当日数

据资讯中心利用传真机收集共 11 0 个投票站的选举统计数字。这是首

次 利 用传 真机 收集 大 型 一 般选 举的 统 计数 字。 整体 运 作畅 顺及 有效

率。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2 6  相 比 以往 选 举所 用 的 其他 方 法，例 如 以电 话 作口头 汇 报或 以

“互动式音讯电话系统的电脑电话系统”作电子汇报，这个方法更为

直 接 、简 单及 易于 操 作， 而且 能处 理 大量 向数 据资 讯 中心 汇报 的数

据，又能确保数据高度完整。选管会建议日后的立法会选举或选举委

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由于特别需要处理大量数据，应继续使用这个能

提高效率和准确性的方法。  

 

( L)  调派点票人员  

1 4 .2 7  为防工作人员体力不支，中央点票站点票工作，实行两更制，

以 应 付一 旦投 票日 翌 日 上 午八 时三 十 分仍 未完 成点 票 。第 一更 约为

1 , 250 人，而第二更约为 2 40 人。第一更由投票日晚上八时三十分至

翌日上午八时三十分。第二更由翌日上午七时三十分接手。到第二更

人员开始工作时，部分界别分组的点票程序已差不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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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2 8  根据今次选举经验，选举事务处应审慎检视轮更制及点票人员

的工作时间，提出更高效便捷的安排。  

 

( M )  检察人员巡视投票站  

 

1 4 .2 9  选举事务处组成三队检察队巡视共 22 个分布全港的投票站，

核查投票站人员是否确有依循工作手册中规定的投票程序安排投票工

作 。 检察 队只 发现 有 关 与 展示 选举 通 告及 候选 人政 纲 的轻 微违 规情

况，在场的投票站人员知悉后已立即纠正。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3 0  选管会认为检察队在投票站核查不合常规或异常情况方面十分

有用，又能及时按需要指导投票站人员。日后选举应继续安排调派检

察队进行巡视投票站的工作。  

 

( I I I )  与指引有关事项与指引有关事项与指引有关事项与指引有关事项  

 

( N )  无竞逐的界别分组免费邮递安排  

 

1 4 .3 1  几位无竞逐的界别分组候选人查询可否利用免费邮递服务向选

民寄发“谢票”信。  

 

1 4 .3 2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附表第 38 条，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有权按选管会规例利用免费邮递向其界别分组内每位选民寄出一份

与选举有关的函件。根据《选举委员会选举程序规例》第 9 9 (1 )条，

只 要 有关 的界 别分 组 选 举 候选 人投 寄 邮件 的内 容与 该 候选 人参 选有

关，则该候选人可免付邮资投寄邮件一次。根据法例，只要候选人获

有效提名，则无论选举有竞逐与否，候选人仍可免费投寄邮件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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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3 3  不过，根据选管会指引第 8 . 7 3 段，候选人必须在免费投寄的

邮件信封正面写上“选举广告”字样。由于“谢票”信非为宣传某次

选举的候选人，不能视为“选举广告”。所以无竞逐的候选人如有需

要与选民联系，可在信封正面写上“ E l e c t i on  M ai l”或“选举函件”

字样会更为恰当。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3 4  有意利用免费邮递服务的无竞逐的候选人应可继续利用该免费

邮递安排。选管会指引第 8 . 7 3 段应适当地作出修订。  

 

( O )  指定展示位置展示的横额规定尺寸  

 

1 4 .3 5  有些候选人不满选举主任不容许他们在获分配的相连而无分隔

的位置展示长过 2 . 5 米的联合宣传横额。他们指出 2 . 5 米是规限个别

候选人获编配的面积的指引，只要展示横额不超过他们获编配的面积

总和便不违反指引。  

 

1 4 .3 6  选举会指引第 8 . 28 段述明同时为两个或以上界别分组的候选

人宣传的选举广告，可在有关候选人获编配的指定展示位置展示。不

过，联合选举广告的位置数目及实际占用的面积，不得超逾个别候选

人获编配指定展示位置的数目及面积总和。选管会指引第 8 .32 段规

定在栏杆及围栏展示的选举广告不能超逾这些设施的高度及长度，在

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 1 米高及 2 . 5 米长。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3 7  选管会认为选管会指引第 8 . 2 8 段及第 8 . 3 2 段并不存在矛盾，

前者的作用是限制候选人或在立法会选举中的候选人名单获分配展示

选举广告的总面积及展示位置数目，后者则限制每个指定位置所展示

选举广告的尺寸。不过，两段应互为参照，以助更清晰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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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选举政纲所用语言  

 

1 4 .3 8  一名不懂中文的选民关注到其界别分组的候选人在他们的简介

中所有资料都是中文，因此不能参与选举过程，因为在不知道候选人

政纲的情况下不能投票。该名选民建议候选人也应备有英文政纲。目

前，候选人都接到一张供制作候选人简介用的政纲方格表填写须知。

虽然对所用语言并无限制，但须知中提醒候选人有选民只懂中文或只

懂英文，而这两类选民同样有权得知候选人政纲。选管会指引第 4 .3 8

段也提醒候选人有些选民只懂英语。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3 9  现有指引已提醒候选人在简介中所用语文一事。但事实上，采

用哪种表达方式纯属候选人的个人决定。不过，选管会仍会继续提醒

候选人注意有些选民不懂中文。  

 

二零零七年行政长官选举二零零七年行政长官选举二零零七年行政长官选举二零零七年行政长官选举  

 

( I )  与准备工与准备工与准备工与准备工作有关事宜作有关事宜作有关事宜作有关事宜  

 

( A )  预订适合场地  

 

1 4 .4 0  大屿山的亚博馆用作行政长官选举的投票站兼点票站，因为在

指定日期没有其他合适场地可供使用。由于亚博馆并非位于市中心，

对很多人来说是比较新的场地，为方便选民，确保他们快捷到达，需

要安排一连串措施，以应付因不可预见的情况引致投票日的交通或到

场路线受影响。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4 1  将来选用作投票站兼点票站的场地，交通方便应为重要考虑。

如有可能，日后应选用更方便场地。由于香港的场地供应有限，应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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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决定投票日，确保预订合适场地。在选定确实日期之前，最宜先预

定几个可能会采用的日期，保证有合适场地可用。  

 

( B )  投票时间  

 

1 4 .4 2  在二零零七年行政长官选举中，第一轮投票时间由一小时改为

两小时 (见上文第 8 . 4 段 )。由于投票站离市中心颇远，加上作为场地

的亚博馆不大为选民熟悉，延长投票时间有助投票日投票工作畅顺进

行。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4 3  日后行政长官选举，可考虑第一轮投票时间维持在两小时，特

别是采用新的地点为投票站。  

 

( C )  为选民提供交通指南  

 

1 4 .4 4  为方便选民往返亚博馆，向选民寄发投票通知时，也一并寄上

交通指南 (见上文第 8 . 11 段 )。事先把详细的交通安排通知选民，有助

选民估计投票日前往亚博馆选用哪种方式以及出门时间，以免由于不

熟悉交通情况，以致到最后才赶到或甚至错过投票时间。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4 5  日后行政长官选举假如选用不大为人熟悉的场地，应拟备详细

的交通指引，事先向选民提供，方便选民预早计划行程，减少在交通

上遇到不必要阻滞。  

 

( D )  选民名牌  

 

1 4 .4 6  于二零零七年行政长官选举中，在选举举行前，名牌 (及入车

许可证 )连同投票通知一并送交选民 (见上文第 8 .1 2 段 )。投票当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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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选民都配戴名牌进入投票站。这样有助工作人员分辨选民、传媒

工作者及场馆附近市民，从而有助接待工作顺利进行，使选民通畅无

阻 进 入投 票站 。此 外 ， 由 于名 牌上 注 明选 民所 获编 配 的发 票柜 编

号，选民在工作人员引领之下，很快便被带到投票站内正确的发票柜

。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4 7  日后行政长官选举，应继续在选举日前向选民提供名牌 (上有

发票柜编号 )连入车许可证，因为这项安排明显有助接待及保安工

作。  

 

( E )  迎宾及接待工作  

 

1 4 .4 8  由于亚博馆可能对很多人来说是新设施，而场馆面积很大，为

确保选民安全顺利往来，选举事务处调派多名人员担任迎宾及接待工

作，指示从四方八面而来的选民及市民，由不同指定路线通往场馆适

当的分区。这个安排有助确保只有选民及当值人员获准进入投票站，

因而有助投票顺利进行。同时，市民也可有秩序地进入场馆，前往点

票站指定范围观看点票。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4 9  日后行政长官选举，应再安排足够人手在投票站内外重点位置

驻守，指示选民及市民前往投票站及点票站不同指定地点，维持附近

的秩序。  

( F )  投票站内的等候区及休息区  

 

1 4 .5 0  为 方 便选 民 ，投 票 站 入口 正 前面辟 设 了等 候 区，早 到 的选 民

(即投票时间开始前到达的选民 ) (约 9 0 名 )可以在等候区坐下等候。同

时，在投票站出口外辟设了休息区，让投票后希望留下观看点票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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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休息。设立这两个区受到选民欢迎，并有助鼓励大多数选民留下观

看点票。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5 1  日 后 行政 长 官选 举 可 考虑 采 取类似 安 排。 在 入口处 安 排等 候

区，可以令较早到场的选民安坐。另一方面，投票站出口处安排休息

区，可鼓励选民投票后留下观看点票。如果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也

更方便与选民联络。  

 

( G )  发票柜及投票间  

 

1 4 .5 2  由于投票时间关系及同日可能需要多过一轮投票，并考虑到临

近投票结束，各发票柜枱可能需要服务大批涌入的选民，所以每张发

票柜服务的选民数目皆经过精心计算。 22 张发票柜按选民的香

港身份证号码排列接待选民，在投票站内分为两排摆放，每张约服务

2 0 至 4 7 名选民。当日在高峰期，部分柜只有约五至六名选民排

队，而几分钟后人龙已散去。  

 

1 4 .5 3  为确保选民能迅速进入投票间填划选票， 61 个投票间 (包括五

个 供 残 疾 选 民 使 用 的 投 票 间 )设 置 在 投 票 站 两 旁 ， 尽 量 避 免 出 现 人

龙。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5 4  日后行政长官选举，应同样小心规划，确保安排足够发票柜

及投票间，并选取足以容纳这个安排的场地，以及安排足够人手在发

票柜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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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与问题选票有关事项与问题选票有关事项与问题选票有关事项与问题选票有关事项  

 

( H )  使用实物投射器展示问题选票  

 

1 4 .5 5  选举主任在裁定选票的有效性时，利用实物投射器把问题选票

逐一投影在荧幕。部分人士对此安排表示支持，认为能增加点票过程

的透明度，以及教育市民如何正确投票。不过，亦有些人士关注到如

果选票是故意如此填划，使候选人得知谁是选民，利用实物投射器展

示选票供公众检视，可能助长违法及舞弊的“买票”行为。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5 6  利用实物投射器展示以待裁决的问题选票，方便候选人、其代

理人及市民检视选票。这种做法，在二零零七年行政长官选举中特别

有用，因为场地颇大。不过，有些人可能认为候选人，其选举／监察

点票代理人，根据《行政长官选举程序规例》已获准检验问题选票，

故在验票过程中，使用实物投射器不会助长违法及舞弊行为。此外，

为抑减可能出现的违法及舞弊行为，《行政长官选举程序规例》早已

规定选票上有文字或记认而选举主任认为藉此可能识别投票人身分，

该选票会不予点算。虽则如此，利用实物投射器在点票站展示问题选

票，市民反应不一，故此在下次行政长官选举之前，选举事务处应检

讨这项安排。  

 

( I I I )  与协调及监察有关的事项与协调及监察有关的事项与协调及监察有关的事项与协调及监察有关的事项  

 

( I )  协调其他政府部门及团体  

 

1 4 .5 7  由于行政长官选举在香港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因此必须确

保选举顺利进行，为此，必须集多个政府部门 (例如警务处、运输

署及政府新闻处 )，以及商业机构 (如经营来往亚博馆路线的巴士公司 )

的专门知识及资源，共谋此事。这些部门及机构在筹备选举时出力不

少，至投票当日又分担不同工作。选举期间，他们与选举事务处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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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他们投入专才经验、对审慎规划、实行保安、交通、接待传媒

的安排大力支持，协助行政长官选举顺利进行，贡献良多。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5 8  今次行政长官选举的运作经验，显示相关政府部门及机构的协

助及承担对成功举行大型选举至为重要。日后行政长官选举或其他大

型选举，在投票当日及之前，选举事务处应继续与相关政府部门就各

方面的安排紧密合作，在规划、决策及实施过程中集资讯及资源，

及早应对可能出现的棘手问题。大型选举要顺利进行，必须得到相关

部门及机构的要员参与。  

 

( J )  设立联合统筹中心  

 

1 4 .5 9  今次相关政府部门及机构首次组织了联合统筹中心，在投票日

监察选举进行。这个中心证明有效协调选举当日由不同单位负责的各

项工作，包括及时分享资讯、发放资讯、讨论问题对策及监控异常事

件。  

 

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 4 .6 0  选管会认为日后行政长官选举应设立联合统筹中心，在投票日

中央统筹选举的进行。这个安排也应扩及其他大型主要选举，按不同

选举的特殊需要，调整联合统筹中心的人手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