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四章  

检讨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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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 总论  

选管会对二零一一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及二

零一二年行政长官选举在公开、公平及诚实的情况下顺利举行，

大致感到满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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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 检讨及建议

二零一一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  

( I )  与筹备工作有关事项  

(A)投票站的设立  

14 .2  数宗由投票人提出的投诉表示获编配的投票站所在

位置不便。部分投票人指出，为二零一一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选举设立的投票站数目远低于为二零一一年区议会选举设立的投

票站数目。他们认为投票站的位置不便，可能会减低投票人的投

票意欲。

建议：  

14 .3  选管会留意到由于二零一一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选举的投票人数目相对较少，为这次选举设立的投票站数目少于

立法会换届选举／区议会一般选举的投票站数目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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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既定的安排是确保投票人获编配一个接近其登记住址的投票

站，不过，与他们在二零一一年区议会选举获编配的投票站相比，

部分投票人难免会被编配往距离较远的投票站投票。不少投票人

亦无可避免地不获编配他们在以往的区议会和立法会选举惯常前

往投票的同一个投票站。选管会亦注意到，在一些个别的情况下，

选举事务处本已物色到位置较方便的场地，用来设立投票站，可

是，由于各种原因，场地未能在投票日当日使用。选管会希望借

此机会呼吁投票人，请他们体谅选举事务处在寻找适合设立投票

站的场地时所遇到的限制和困难。更重要的是，鉴于选举委员会

界别分组选举的投票人数目相对较少，要设立与立法会换届选举

或区议会一般选举相同数目的投票站，既不实际，也不合乎成本

效益。无论如何，有一点值得留意的是，在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选举中，获编配予一个投票站的平均投票人数目，只是二零一一

年区议会选举的三分之一左右。虽然如此，选举事务处会在可行

和合理的情况下继续尽力在地点方便的场地设立投票站，供投票

人于日后的选举投票。  

(B)选举按金  

一位区议会界别分组候选人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

十二日向选举主任递交提名表格和以支票缴付规定的选举按金，

尽管选举事务处已向候选人表明，如在提名期最后三个工作天递

交提名表格，选举按金以现金或本票缴付最为合适，以免因支票

未能兑现引致提名无效。由于银行入数安排和支票结算需时，库

务署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始向选举事务处确定支票未能

兑现。由于提名期已于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结束，该候选

人未能在提名期结束前缴清按金。根据提名顾问委员会的意见，

选举主任裁定该名候选人的提名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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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4 .5  为免因支票未能兑现以致提名被视作无效，选管会认

为在日后的选举中，选举事务处应继续透过合适的渠道，提醒获

提名人以现金或本票缴付选举按金的好处，并应使他们明白到因

支票未能兑现和及后不能赶及补交按金而面对提名被裁定无效的

不必要风险。  

( I I )  与运作有关的事宜  

(C)在候选人简介引用团体名称显示政治联系  

14 .6  有一个团体投诉，一名候选人在未预先取得某个团体

的同意下，在候选人简介的政治联系一栏引用了该团体的名称。

在接获投诉时，候选人简介仍未派发。在与有关的候选人了解事

件后，该名候选人同意删除该项资料。选举事务处随即修订有关

候选人简介上的资料，以便向投票人派发。

建议：  

14 .7  选管会认为，在候选人简介中向投票人提供正确的资

料至为重要。为了避免日后的选举再发生同样事件，选举事务处

应在填写方格表须知提醒候选人，在候选人简介的政治联系一栏

引用某个团体的名称前，必须取得其同意。  

(D)把投票箱送到点票柜枱  

14 .8  在二零零六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中，有人对于

投票箱由投票箱收发区送到点票区所需的时间表示关注，因为这

两个地点位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不同的楼层。因此，选管会在二

零零七年行政长官选举报告书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中央点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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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足够的空间在同一层同时容纳点票区和投票箱收发区。考虑

到上述建议，选举事务处租用了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三楼  B、 C、 D

和 E 展览厅，作为二零一一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的中央点

票站，因为其面积足以同时容纳投票箱收发区和点票区。

建议：  

14 .9  在二零一一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中，把投票箱

收发区和点票区都设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同一层的安排，大大加

快了把投票箱由投票箱收发区送到点票区的时间，以便点票工作

尽早展开。选管会认为上述安排有助点票工作顺利和有效率地进

行，应继续在日后需要设立中央点票站的选举，例如立法会选举

采用。  

(E)选票的设计  

14 .10  鉴于部分界别分组投票人人数众多，部分候选人查询

可否如区议会和立法会选举一样，在二零一一年选举委员会界别

分组选举作出安排，准许在选票各个候选人旁边印上标志或其他

资料，以兹识别。这项安排会方便投票人在填划选票时辨别他们

所选择的候选人。  

14 .11  选举事务处认为，鉴于在二零一一年选举委员会界别

分组选举中，有大量候选人（由  19 名至  164 名）于个别的界别分

组竞逐，同时，在运作上有需要把所有识别候选人的必要资料（例

如候选人编号和姓名）印在选票的同一面，以便光学标记阅读机

阅读，因此，这项要求因在技术上不可行而不能接受。  

14 .12  选管会主席于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七日巡视一个模拟

投票站，其后他与传媒会面时表示，为方便投票人填划选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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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可行的方法是投票人在投票时带备写上打算投选的候选人编号

的纸张，但是投票人不可以向投票站内其他人士展示该纸张，也

不可以在离开投票站时，把该纸张留在投票站内。此外，所有投

票站会备有不同界别分组的候选人简介，供选民参考。当局其后

发放了一份新闻稿，广为宣传上述信息和其他选民应留意的重要

事项。

建议：  

14 .13  基于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现行的设计，在选票上

加入更多候选人资料并不可行。在现时的情况下，就投票人填划

选票，上文第  14 .12 段提出的意见已是最好的建议。在日后的选

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中，应继续考虑到这项建议。  

(F)向候选人提供地址标签  

14 .14  为保护环境，选举事务处继续采用既定措施，在候选

人要求时才向他们提供投票人的地址标签，以便他们利用免费邮

递投寄选举广告。此外，对于已提交电邮地址以收取选举广告的

投票人，选举事务处不会印制他们的地址标签派发予候选人。在  

1 ,577 名获有效提名的候选人中，854 名候选人要求取得地址标签

或候选人邮递资料电脑光碟。可是，最终有  143 名候选人没有到

取上述物品。此外，不少候选人只使用了少量甚至完全没有使用

从选举事务处取得的地址标签，并于其后把未使用的地址标签交

回选举事务处处置。

建议：  

14 .15  在日后的选举，选举事务处应更大力呼吁候选人为避

免浪费，他们应小心计划及考虑是否需要地址标签来投寄选举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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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以及如何使用地址标签。  

(G)地址标签和候选人邮递资料电脑光碟上的资料不正确  

14 .16  二零一一年区议会选举于二零一一年选举委员会界

别分组选举之前约一个月举行。新当选的区议员只可以在两个区

议会界别分组登记，相关的投票人资料只会在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之后更新。部分区议会界别分组的候选人发现

派发给他们的地址标签和候选人邮递资料电脑光碟上的投票人资

料过时。选举事务处立即就这事件展开调查，发现由于在更新投

票人资料的资料库时出现技术错误，以致上述的标签及光碟载有

不正确的资料。作为补救措施，选举事务处立即制作了最新版本

的地址标签和候选人邮递资料电脑光碟，派发给候选人，取代过

时的资料。

建议：  

14 .17  选管会认为这是一个由技术错误引起的个别事件。为

免日后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选举事务处在制作地址标签和候选

人邮递资料电脑光碟以派发给候选人前，应加强查核，以确保资

料准确。  

(H) -采用票箱追踪系统  

14 .18  选举事务处为二零一一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

开发了一套名为票箱追踪系统的专用电脑系统，以监察点票过程

及提高其效率。这套系统具备很多有用的功能，包括登记已由投

票站送达的票箱、更易于根据投票站的大小把票箱分配给分票柜

枱，以及追踪每张分票柜枱把选票分类的进度。这套系统于选举

前数个月开发完成和通过全面的测试，并于中央点票站在投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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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运作前，通过了进一步的现场测试。

建议：  

14 .19  票箱追踪系统提高了二零一一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

组选举点票过程的效率，因此，日后的选举应再次采用。此外，

选举事务处应研究在作出合适的修改后，于二零一二年立法会选

举采用这套系统的可行性，因为在这个选举中，功能界别的所有

选票均会在中央点票站点算。

二零一二年行政长官选举

与筹备工作有关事宜  

(A)  投票时间和向选举委员提供的意见  

14 .20  经考虑选举委员的数目由  800 人增至  1 ,200 人后，第

一轮投票的时间维持在两小时，即由上午九时至十一时。选举委

员虽然熟悉主投票站所在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位置，选举事务

处仍建议他们在上午十时（即第一轮投票结束前一小时）前到达，

以免在投票时间快要结束时可能出现人多挤拥的情况，或避免在

投票日因其他不可预知的情况而造成延误。主投票站外设有接待

大堂，以接待早到的选举委员，选举委员可在投票日上午八时开

始进入接待大堂。选举委员大多响应提早到达主投票站的呼吁，

有关安排证明十分有效。在投票日，超过  50%的选举委员于上午

十时左右已到达主投票站。

建议：  

14 .21  上文第  14 .20 段所述的安排有助投票顺利进行，应继

续在日后的选举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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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印上条码作查核之用的名牌  

14 .22  我们跟从二零零七年行政长官选举的做法，在投票前

向所有选举委员发给一个名牌和一份投票通知。为了加强场地保

安，每张名牌都印上条码，选举委员须于扫描名牌后始获准通过

香港议会议展览中心内的进出管制点。只有数名选举委员忘记携

带名牌到主投票站，需要补发后备名牌。  

14 .23  由于选举委员的人数增加，发票柜枱由  22 张增至  33

张，分组设于六个颜色区。为了方便投票站人员有效率地引领选

举委员前往正确的发票柜枱，名牌的下方除了印有编配予该名选

举委员的发票柜枱的编码外，亦印上相应的颜色区。

建议：  

14 .24  选举委员须展示上述名牌的规定方便了查核工作，亦

确保选举委员顺利进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此外，第  14 .23 段所

述的措施对于加快引领选举委员前往正确的发票柜枱的程序大有

帮助。因此，类似的安排应在日后的选举采用。  

(C)交通管制和指定上落客区  

14 .25  由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可供使用的停车位有限，邻近

地区交通亦十分繁忙，选举事务处鼓励选举委员乘搭公共交通工

具前往主投票站。选举事务处与警方和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合作，

制定特别安排，确保场地的交通畅顺。乘搭私家车辆或的士到达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选举委员会获指示使用指定的落客区。选举

事务处在投票日前寄给选举委员参考的交通地图上清楚标示了指

定的落客区。为避免于投票期间出现交通挤塞，各选举委员已事

前获告知，不准在指定落客区接载乘客。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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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点指定为上客区，以便私家车辆接载选举委员。为了方便

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附近进行车辆交通管制，选举委员亦获发一

张车辆进入许可证，以便选择使用私家车辆的选举委员在车辆的

挡风玻璃展示，作识别之用。选举事务处亦要求选举委员填写一

份调查表格，以提供其前往主投票站所使用的交通工具资料，以

便该处尽早评估投票日可能出现的交通情况。

建议：  

14 .26  由于上文第  14 .25  段所述的安排对在投票日于香港

会议展览中心一带进行有效的交通管制极有帮助，亦方便选举委

员评估如何前往主投票站，因此选管会认为应在日后的选举采用

类似的安排。  

(D)主投票站内的秩序  

14 .27  在连同投票通知寄给全体选举委员的呼吁信中，选举

事务处提醒他们在主投票站内被禁止的行为。为了加强投票保密

的信息，并特别提醒选举委员，向投票站内其他人士展示选票或

选票上的选择即属违法，上述呼吁信特别指出法律上订明在主投

票站内被禁止的行为。该处特别提醒选举委员，不要与投票站内

其他人士沟通，尤其是不要向其他人展示其在选票上作出的选择，

以及不得拍影片、拍照、录音或录影。他们亦获提醒不得从主投

票站带走选票。在进入主投票站时，选举事务处人员再提醒选举

委员关上手提电话。

建议：  

14 .28  选管会认为必须提醒选举委员，为了确保投票有秩序

地进行，他们在主投票站内必须遵从相关的规例。选管会认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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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  14 .27 段所述的措施是合适的，并建议如适用的话，在日后

的选举再次采用。

第三节  — 发表报告  

14 .29  选管会建议在行政长官认为合适的时间公布这份报

告，让公众知悉选管会如何进行和监察二零一一年选举委员会界

别分组选举及二零一二年行政长官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