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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  背景

補選的原因

1 .1 民政事務總署 署 長 按照 《 區 議 會 條 例》 (第  547  章 )

第 32(1 )條的規定，分別於二零一七年八月十一日及九月一日刊

登憲報，公布由於中西區區議會山頂選區民選議員陳浩濂先生

及東華選區民選議員蕭嘉怡女士請辭，根據《區議會條例》第

26(b)條，其議席分別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十五日及二零一七年九

月一日起懸空。

1 .2 根據《區議會條例》第 33(1 ) (a )條，選舉管理委員會

(“選 管會 ”) 須安排補選，為 中 西 區 區 議 會 山 頂 選 區 及 東 華 選 區

各選出一名議員，填補議席空缺。

選區

1 .3 山 頂 選 區 和 東 華 選 區 是 中 西 區 地 方 行 政 區  15  個

區議會選區中其中兩個，分別有  5  327  名及  5  084  名已登記

選民。附錄一的地圖顯示該兩個選區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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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日及提名期  

1 .4       有關補選的公告在二零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的憲 報

刊登，指定二零一七年十 一 月 二十 六 日 (星 期 日 )為 中 西 區 區 議

會山頂選區及東華選區補選的投票日，而二零一七年十月三日

至十月十六日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則為該補選的提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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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  委任和提名  

 

委任  

 

2 .1       選 管 會 主 席 以 指 明 職 位 方 式 分 別 委 任 了 中 西 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黃 何 詠 詩 女 士 及 中 西 區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王 雪 兒

女 士 為 是 次 補 選 的 選 舉 主 任 及 助 理 選 舉 主 任 ， 有 關 任 命 於    

二零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刊憲。選管會主席亦於二零一七年九

月 十 一 日 委 任 了 律 政 司 高 級 政 府 律 師 羅 英 敏 女 士 和 吳 雪 晶 女

士為是次補選的助理選舉主任 (法律 )。  

 

2 .2       大律師呂傑齡先生獲委任為是次補選的提名顧問 委

員會 (區議會 )，在有需要時 就 候選 人 是 否有 資 格獲 提 名 或是 否

喪 失 該 資 格 ， 向 選 舉 主 任 提 供 法 律 意 見 。 呂 先 生 的 任 命 於     

二零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刊憲，其任期為二零一七年十月三日

至十月十八日 (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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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  

 

2 .3       為期兩個星期的提名期在二零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結

束，選舉主任共接獲山頂選區兩份提名表格及東華選區三份提

名表格。經選舉主任核實後，所有提名均獲裁定有效。山頂選

區獲提名人士為楊哲安先生和錢志健先生，而東華選區獲提名

人士為伍凱欣女士、呂錦强先生和劉舒燕女士。提名顧問委員

會 (區議會 )並沒有收到選舉 主 任要 求 就 提名 是 否有 效 提 供法 律

意見。五名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姓名在二零一七年十月二十

七日的憲報刊登。  

 

為候選人而設的簡介會  

 

2 .4       選管會主席馮驊法官於二零一七年十月二十日在 堅

尼地城社區綜合大樓二樓活動室為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舉行了

一場簡介會。當日出席的還有總選舉事務主任以及律政司、廉

政公署和香港郵政的代表。選管會主席提醒候選人及其代理人

應注意及嚴格遵守相關選舉法例及指引的主要規定，並向候選

人講解進行競選活動時應注意的事項，主要內容包括投票及點

票安排、各類代理人的委任和職能、與選舉廣告及選舉開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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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規定，以及在使用選民個人資料作競選活動時保護選民私

隱的重要性。廉政公署和香港郵政的代表亦分別向與會者講解

《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 (第 554章 )以及免費郵遞選舉郵

件的服務。  

 

2 .5       簡介會前，選舉主任於在場人士的見證下，以抽 籤

方式決定將顯示在選票上每名候選人的候選人編號，以及候選

人獲分配展示其選舉廣告的指定位置。山頂選區抽籤結果如下： 

 

候選人編號  候選人姓名  

1  楊哲安先生  

2  錢志健先生  

 

東華選區抽籤結果如下：  

候選人編號  候選人姓名  

1  呂錦强先生  

2  伍凱欣女士  

3  劉舒燕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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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山 頂 選 區 及 東 華 選 區 內 分 別 有  74  及  84  個 指 定 位 置 供 候

選人在選舉期間展示選舉廣告，而每名山頂選區及東華選區候

選人在所屬選區分別獲平均分配  37  及  28  個指定位置。  

 

選管會的選舉活動指引  

 

2 .6       選管會於二零一五年九月發出的區議會選舉活動 指

引適用於是次補選。選管會亦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就上述指引發

出補充資料，臚列適用於是次補選的法例修訂、最新建議及選

舉安排，以供候選人及相關人士參閱及遵守。有關指引及補充

資 料 可 在 選 管 會 的 網 站 (www.eac .gov .hk )瀏 覽 及 下 載 ， 或 於 選

舉期內在選舉事務處及中西區民政諮詢中心索取。  



7 

第三節  —  籌備工作

委任和培訓投票站／點票站人員

3 .1    是次補選的投票及點票工作，主要由選舉事務處 的

職 員 負 責 。 選 舉 事 務 處 於 二 零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為 投 票 站 主

任 、 副 投 票 站 主 任 及 助 理 投 票 站 主 任 舉 辦 了 一 場 投 票 管 理 訓

練，以提高投票站管理的質素，內容包括簡介《選舉管理委員

會 (選舉程序 ) (區議會 )規例》 (第 541F章 ) (“《區議會選舉程序規

例》 ” )的重要條文、如何提供優質 投票服務 及投訴 處理和危 機

管理的要訣。此外，選舉事務處分別在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及十七日安排了兩場半天的投票及點票簡介會，讓所有投票兼

點票站及專用投票站的人員熟習有關工作，而在二零一七年十

一月十五日及十六日亦分別安排了兩場半天的工作坊，讓投票

兼點票站人員參與模擬投票及點票練習，以了解及熟習投票及

點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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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兼點票站

3 .2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為 山 頂 選 區 及 東 華 選 區 各 指 定 了 兩

個一般投票站，方便選民投票。山頂選區的兩個投票站分別設

於香港公園體育館和德瑞國際學校山頂校舍，而東華選區的兩

個 投 票 站 則 分 別 設 於 英 皇 書 院 同 學 會 小 學 和 聖 公 會 聖 馬 太 小

學。此外，總選舉事務主任指定香港公園體育館和聖公會聖馬

太小學為各自所屬選區的大點票站，用作混合和點算在該投票

站及專用投票站所投下的選票，而由於該兩個大點票站獲分配

的 選 民 人 數 較 多 ， 所 以 按 法 例 要 求 亦 同 時 被 指 定 為 主 要 點 票

站，負責統籌所屬選區各點票站的點票結果，向選舉主任報告，

以便公布最終的選舉結果。上述四個一般投票站均可供行動不

便的選民使用。

3 .3     四個一般投票站的佈置工作於投票日前一天下午 進

行。該等投票站在投票結束後轉為點票站。各點票站內設有點

票區、記者席，以及讓公眾觀察點票過程的公眾區域。候選人

及其選舉／監察點票代理人可進入點票區內，在點票枱附近監

察點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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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投票站

3 .4  為使遭懲教署囚禁或還押的山頂選區及東華選區已

登記選民可在投票日投票，選舉事務處就是次補選安排在懲教

院所設立專用投票站。根據懲教署二零一七年十一月二十五日

提供的資料，在投票當日共有四名分別屬於山頂選區及東華選

區的已登記選民在其轄下的三間懲教院所羈押，因此須在該三

間懲教院所內各設一個專用投票站。基於保安考慮，有關的專

用投票站在投票日的投票時間為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3 .5  在投票當日，選舉事務處亦在跑馬地警署設立專 用

投票站，供在投票日當天遭懲教署以外的執法機關，包括警務

處、廉政公署、香港海關、入境事務處等還押或拘留的山頂選

區及東華選區已登記選民投票。鑑於被執法機關在投票日任何

時間拘捕的人士中或有屬該兩個選區的已登記選民，故此跑馬

地警署的專用投票站的投票時間亦與一般投票站相同，由上午

七時三十分至晚上十時三十分開放。專用投票站的佈置基本上

與一般投票站沒有大分別，只是基於保安理由，其中一些投票

用的物資須特別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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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為確保專用投票站的投票保密，該等投票站的選 票

會分別運往香港公園體育館和聖公會聖馬太小學的大點票站，

與該一般投票站的選票混合後，才按照《區議會選舉程序規例》

第 76條點算。

3 .7  有關指定上述場地作為一般投票站、專用投票站 及

點票站的公告在二零一七年十月二十七日刊憲。候選人已獲通

知 ， 其 本 人 或 選 舉 ／ 監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在 通 過 必 須 的 保 安 檢 查

後，可以進入專用投票站觀察投票情況，並見證有關投票站主

任將投票箱按照相關選舉規例運送至大點票站。

投票及點票安排

3 .8  在投票期間，各投票兼點票站的投票站主任在副投

票站主任及助理投票站主任的協助下，負責確保投票站運作暢

順和有效率。此外，投票站主任與選舉主任亦保持緊密聯繫。

點票開始時，投票站主任擔當點票主任的工作，監督點票過程，

以及負責裁定問題選票是否有效。副投票站主任及助理投票站

主任則執行助理點票主任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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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各專用投票站的投票站主任由一名助理投票站主 任

及／或一名投票助理員負責支援。投票結束後，投票站主任在

警方護送下，將已上鎖及加封的投票箱分別送往香港公園體育

館和聖公會聖馬太小學的大點票站。

3 .10  選舉主任在所有投 票站 外 劃定 禁止 拉票 區 和禁 止逗

留區，讓投票人士在不受打擾的環境下前往投票站。投票站外

的顯眼地方亦張貼了告示，顯示禁止拉票區及禁止逗留區的範

圍。

給選民的投票通知卡

3 .11  選舉事務處於二零 一七 年 十一 月六 日把 投票通 知卡

寄給山頂選區及東華選區的每一位已登記選民，通知他們投票

的日期、時間和獲編配的投票站。通知卡還夾附其他與選舉相

關的資料，包括“候選人簡介＂、投票站位置圖、投票程序簡

介，以及由廉政公署就廉潔和公平選舉而印製的單張。載有候

選人政綱的“候選人簡介＂亦上載至選管會的網站。為協助視

障選民閱讀“候選人簡介＂所載的政綱內容，選舉事務處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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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就其納入“候選人簡介＂的資料提供以電腦打出的文字

版本，以便上載至選管會的網站。是次補選的所有候選人均響

應選舉事務處的呼籲，提供以電腦打出的文字版本。

宣傳活動

3 .12   選舉事務處發出新 聞稿 ， 公布 與是 次補 選 有關 的重

要事項，包括提名期、收到提名的數目、獲有效提名候選人的

姓名、投票和點票的情況、專用投票站的設立、投票率以及選

管會成員巡視投票及點票站的情況。此外，與是次補選有關的

所有資料 (包括新聞稿、每小 時 投票 率 、 選舉 結 果等 )均 上 載至

選管會的網站，讓公眾知悉。

應變計劃

3 .13   鑑 於 或 會 出 現 無 法 預 料 的 情 況 (如 惡 劣 天 氣 )而 導 致

補選不能如期舉行，選舉事務處與投票站場地的負責人籌劃了

應變安排，預留了同一場地，以便可在隨後的星期日，即二零

一七年十二月三日，進行投票。此外，選舉事務處於兩個選區



13 

各設置了一個後備投票站，並預備了額外的選舉器材和物資 (例

如投票箱、選票、傢具、選舉表格等 )，以備補給之用。該處亦

預備了兩輛貨車，供投票站於緊急時作運輸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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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  投票過程

投票時間

4 .1  設於香港公園體育館、德瑞國際學校山頂校舍、英

皇書院同學會小學和聖公會聖馬太小學的一般投票站及跑馬地

警署專用投票站的投票時間由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

七時三十分開始，直至晚上十時三十分結束。懲教院所內的專

用投票站的投票時間為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總選舉事務主任

在二零一七年十月二十七日的憲報公布是次補選的投票時間。

後勤支援安排

4 .2  選舉事務處在投票日設立一個中央指揮中心，負 責

監督整個投票運作過程，並為投票站人員提供後勤支援服務。

中央指揮中心亦負責發布有關每小時投票率、選舉結果和投訴

個案數目及類別等統計資料。中央指揮中心設於選舉事務處海

港中心辦事處，由投票日上午七時至宣布選舉結果期間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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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為確保可快捷地回應公眾人士就選民投票資格及 一

般選舉安排的電話查詢，以及協助投票站職員核實選民投票資

格令投票站運作更為暢順，選舉事務處於投票日上午七時至晚

上十一時，在其位於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的辦事處設立選舉查

詢熱線。因應今次補選涉及兩個選區的選民，故此選舉事務處

亦加派人手接聽公眾及投票站職員的來電，迅速解答他們的查

詢。在投票日收到的查詢大部分與投票資格有關。此外，選舉

事務處於投票日上午七時三十分至宣布選舉結果為止，設立了

傳媒查詢熱線，處理記者查詢，並透過傳媒定時向公眾公布有

關資料。

4 .4  設於選舉事務處海港中心辦事處的投訴處理中心，

負責接收和處理與選舉有關的投訴。該中心的運作由選管會秘

書處人員負責，運作時間由投票日上午七時三十分至晚上十一

時。

4 .5  在地區層面，中西區民政事務處設立了一個由民政

事務總署人員負責的地區指揮中心，作為選舉主任和投票站主

任的聯絡處。投票站主任負責通知選舉主任和助理選舉主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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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站發生的所有重要事項，也負責處理與選舉有關的投訴。

地區指揮中心轄下設有一個地區工作組，負責即時處理違規展

示選舉廣告和在禁止拉票區範圍內或其周圍的非法拉票活動。

4 .6  警方協助維持在禁止拉票區／禁止逗留區和投票兼

點票站內的治安及秩序。設於跑馬地警署的專用投票站內亦有

警務人員駐守，隨時在有需要時為投票站主任提供支援。

投票人數

4 .7   山頂選區  5  327  名已登記選民中共有  1  780  人投

了票，投票率為  33 .41%；東華選區  5  084  名已登記選民中則

共有  1  973  人投了票，投票率為  38 .81%；是次補選的每小時

投票率載於附錄二。

巡視票站

4 .8  選管會主席馮驊法官和委員陸貽信先生在投票日上

午到投票站視察補選的投票情況。馮法官先前往巡視英皇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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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會小學的一般投票站；陸先生則視察德瑞國際學校山頂校

舍的一般投票站。其後，馮法官前往在香港公園體育館的一般

投票站投票，然後與陸先生一起巡視該投票站，並向傳媒講述

投票的最新情況和解答傳媒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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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  轉換場地用途

5 .1  在香港公園體育館、德瑞國際學校山頂校舍、英 皇

書院同學會小學和聖公會聖馬太小學的一般投票站及跑馬地警

署的專用投票站進行的投票，按預定時間在晚上十時三十分結

束，而在三間懲教院所內的專用投票站進行的投票則在下午四

時結束。

5 .2  投票結束後，專用投票站的投票站主任在警務人員

或懲教署人員面前把其站內的投票箱上鎖及加封。投票站主任

在警務人員護送下，把有關投票箱分別送往位於香港公園體育

館和聖公會聖馬太小學的大點票站。

5 .3  至於在香港公園體育館、德瑞國際學校山頂校舍、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和聖公會聖馬太小學的一般投票站，在投

票結束後，各投票站的投票站主任於在場的候選人或其代理人

面前將投票箱上鎖及加封。與此同時，投票站人員在各投票站

入口張貼告示，通知公眾投票已經結束，而投票站亦關閉以改

裝成點票站。告示亦載有有關投票站的電話號碼，方便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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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代理人與投票站人員聯絡。

5 .4  在投票站改裝為點票站的工作將近完成時，點票 站

人員在各點票站外張貼另一告示，讓公眾知悉點票站大約何時

開放，以便市民入內觀察點票過程。各點票站的改裝工作均在

45 分鐘內完成。

5 .5  選管會主席馮驊法官和委員陸貽信先生分別在香港

公園體育館及聖公會聖馬太小學的投票站觀察場地改裝成點票

站的過程。他們都認為整個過程順利，並對此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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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  點票  

 

點票開始  

 

6 .1       由晚上十一時零五分至二十五分期間，分別位於 香

港公園體育館、德瑞國際學校山頂校舍、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

和聖公會聖馬太小學的點票站陸續開放讓市民及傳媒入內觀察

點票過程。各票站的投票站主任及副／助理投票站主任在候選

人及其代理人面前，把已上鎖及加封的投票箱放到點票枱上，

然後由投票站主任為投票箱開封。在香港公園體育館的大點票

站，選管會主席馮驊法官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先生

一同把最先開封的投票箱內的選票倒出，然後投票站主任把由

各專用投票站轉送來的投票箱開封，將倒出選票的數目與各專

用投票站的選票結算表核對，再把有關選票與香港公園體育館

投票站的選票混合後，才開始點票。至於聖公會聖馬太小學的

大點票站，選管會委員陸貽信先生與選舉主任一同把最先開封

的投票箱內的選票倒出，然後投票站主任按上述程序把各專用

投票站送來的投票箱開封、核對有關選票數目及把選票混合，

點票工作隨即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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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選票及問題選票

6 .2  在山頂選區及東華選區的投票站發出的選票分別 有

1  780  張及  1  973  張，當中有  6  張及  7  張選票分別被裁定

為無效。根據《區議會選舉程序規例》第 78條，這些無效選票

均不予點算。

6 .3       此外，在山頂 選 區 及 東 華 選 區 分 別 有  30  張及  20  

張選票被鑑定為問題選票。有關投票站主任在候選人及其代理

人面前，仔細檢查問題選票 ， 並請 助 理 選舉 主 任 (法 律 )提供協

助，以裁定它們是否有效。有關裁定結果如下：

山頂選區 東華選區

問題選票被裁定為有效並予以點算 28 17  

問題選票被裁定為無效而不予點算 2  3  

總數 30 20  

有關不予點算選票的摘要載於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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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

6 .4  點票工作完成後，各投票站主任把在點票站所點 算

的票數與選票結算表核對，證實兩者數目一致。各投票站主任

把點票結果告知點票區內的候選人及其代理人後，並沒有接獲

重新點票的要求。位於德瑞國際學校山頂校舍的點票站及英皇

書院同學會小學的點票站的投票站主任將各自的點票結果經數

據資訊中心向分別在香港公園體育館及聖公會聖馬太小學的主

要點票站的投票站主任報告。在綜合點票結果後，兩個主要點

票站的投票站主任向選舉主任滙報所屬選區的整體點票結果，

並將有關結果通知在場的候選人及其代理人。

6 .5    由於沒有重新點票的要求，選舉主任於二零一七年

十一月二十七日凌晨零時二十八分宣布東華選區的選舉結果：

伍凱欣女士以  1  034  張有效選票當選，其得票佔  1  963  張有

效選票總數的  52 .67%。其他候選人呂錦强先生獲得  909  張選

票，以及劉舒燕女士獲得  20  張選票。其後，選舉主任亦於凌

晨一時十分宣布山頂選區的選舉結果：楊哲安先生以  1  378  張

有效選票當選，其得票佔  1  772  張有效選票總數的  77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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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候選人錢志健先生獲 得  394  張 選 票 。 是 次 補 選 的 選 舉 結

果在二零一七年十二月一日刊憲，現複載於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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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  投訴

處理投訴期

7 .1  是次補選的處理投訴期由二零一七年十月三日提名

期 開 始 當 天 起 ， 至 二 零 一 八 年 一 月 十 日 (即 投 票 日 後  45  天 )

止。在處理投訴期內，共有五個指定單位處理投訴，這些單位

包括︰選管會、選舉主任、警方、廉政公署，以及投票站主任 (只

於投票日當天履行職務 )。投訴人可向上述任何一方 提出投 訴。 

7 .2    處理投訴期於二零一八年一月十日結束，上述五個

單位直接從公眾人士接獲 的 投 訴 共  153  宗 ， 包 括 在 投 票 日 接

獲的  121  宗投訴個案。大 部 分 投 訴 關乎違 規 展 示 選 舉 廣 告 、

拉票活動對選民造成滋擾和在禁止拉票區或禁止逗留區進行拉

票活動。各單位在處理投訴期收到的投訴分項數字和性質載於

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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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日接獲的投訴

7 .3    在投票日，選管會、選舉主任、投票站主任及警 方

共接獲  121  宗投訴個案， 大 部 分 是 可 於 即 場 解 決 的 投 訴 ， 例

如違規展示選舉廣告、拉票活動對選民造成滋擾、在禁止拉票

區或禁止逗留區進行拉票活動等，均已迅速獲處理和解決。在

投票日收到的投訴分項數字和性質載於附錄六。

調查結果

7 .4   在處理投訴期間接獲的  153  宗投訴中， 60 宗個案

被裁定成立、 2  宗個案被裁 定 部 份 成 立 、 47  宗 個 案 不 成 立 、

43  宗個案無須採取進一步行動及  1  宗個案則仍在調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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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  檢討及建議

8 .1  選管會認為是次補選是在公開、公平及誠實的情況下

進行，並對選舉安排整體上感到滿意。按照一貫的做法，選管

會就補選的選舉程序及安排進行全面檢討，以期日後的選舉安

排更臻完善。下文載述選管會的檢討結果和相關建議。

(A)  維護投票的保密性

8 .2   山 頂 選 區 的 其 中 一 個 投 票 站 設 於 德 瑞 國 際 學 校 山 頂

校舍高座大樓的體育館，投票站的出入口外為該學校的禮堂。

由於學校禮堂在投票日不會有人使用，所以投票站主任在佈置

投票站時沒有在投票站出入口附近範圍設置屏風，以分隔投票

站和禮堂的出入口位置。然而，選管會委員於投票日早上巡視

該投票站時，留意到當時有公眾人士在禮堂近投票站的出入口

逗留，而其所處的位置可能會看到投票站內的情況。委員認為

雖然投票日當天除了選舉工作人員及選民外，其他人士進出或

逗留在禮堂的機會應會較少，但為維護投票保密的原則，委員

請投票站主任在投票站的出入口外加設屏風，以避免投票站內

的情況被其他進出禮堂的人士看到。投票站主任隨即安排人手

在投票站出入口外的適當位置加設屏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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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      建議：為維護投票的保密性，選管會認為選舉事務處

日後在擬定投票站的佈置時，應多加留意現場環境以採取足夠

的保密措施，防止投票站外的人士可觀看到站內的情況。此外，

選舉事務處亦應提醒投票站主任在佈置投票站時，需因應投票

站的實際情況靈活地作出合適的安排，以維護投票保密的原則。 

 

(B)  由專用投票站運送投票箱到大點票站的過程出現延誤  

8 .4      正如 上文 第 3.6段 所述 ， 為 確 保 專 用 投 票 站 的 投 票 保

密，專用投票站的選票在投票結束後會分別運往所屬選區的大

點票站，與大點票站的選票混合後，才進行點算。  

 

8 .5      跑 馬 地 警 署 的 專 用 投 票 站 在 投 票 日 晚 上 十 時 三 十 分

投票結束後，投票站主任在警務人員見證下為其站內兩個分別

屬於山頂選區及東華選區的投票箱上鎖及加封。在晚上十時五

十 五 分 ， 投 票 站 主 任 在 助 理 投 票 站 主 任 及 一 名 警 務 人 員 陪 同

下，乘坐由選舉事務處聘用的運輸服務承辦商提供的小型客貨

車，由跑馬地警署的專用投票站出發，把密封的投票箱及相關

選舉文件運往大點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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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6      根據安排，專用投票站投票箱的運送隊伍會先把屬於

東華選區的投票箱運往位於聖公會聖馬太小學的大點票站，然

後把屬於山頂選區的投票箱運往位於香港公園體育館的大點票

站。在晚上十一時零七分運送隊伍抵達聖公會聖馬太小學的大

點票站，在完成交收投票箱及選舉文件的程序後，該隊伍在晚

上十一時十五分啟程前往位於香港公園體育館的大點票站，但

由於承辦商的司機不大熟悉從聖公會聖馬太小學前往香港公園

體育館大點票站的行車路線，所以用了額外的時間尋覓正確路

線，以致屬於山頂選區的投票箱最後於晚上十一時四十分才送

抵香港公園體育館的大點票站。當時該點票站已開放予市民及

傳 媒 進 入 等 待 觀 察 點 票 過 程 ， 由 於 要 等 候 專 用 投 票 站 的 投 票

箱，以致點票工作需要推遲展開。  

 

8 .7     建 議：是次補選涉 及 兩 個 選 區 ， 專 用 投 票 站 的 投 票 站

主任需要把兩個屬於不同選區的投票箱先後運往各自的大點票

站。選管會認為在往後舉行的區議會補選如果涉及多於一個選

區，選舉事務處需考慮按實際情況，適切安排個別人手及車輛，

分開運送屬於不同選區的專用投票站投票箱前往有關的大點票

站，以縮短運送時間。此外，隨行運送投票箱的投票站人員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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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早熟悉行車路線，並於啟程前為承辦商的司機提供足够及清

晰的行車指示和參考路線圖，以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另外，

選舉事務處應加強培訓，提醒大點票站的投票站主任，如專用

投 票 站 的 投 票 箱 因 任 何 原 因 未 能 如 期 抵 達 ， 為 免 延 誤 點 票 程

序，點票人員可先行開啟投票箱進行點票，但必須按照《區議

會選舉程序規例》第 76(2 )條的規定，保留最少一個投票箱的選

票，與稍後送達的專用投票站投票箱內的選票混和後，繼續進

行點票工作。

(C)  指示展開點票程序的通報機制

8 .8    因應二零一六年 立 法 會 換 屆 選 舉 的 經 驗 ， 為 確 保 在 同

一選區內的所有投票站均已完成投票才展開點票工作，選舉事

務處建立了一套新的通報機制，並在是次補選試行。各投票站

主任在投票結束後會向選舉事務處的數據資訊中心報告已經完

成投票，隨即將投票站改裝成點票站，並等候選舉事務處的進

一步指示。數據資訊中心在確認同一選區內的所有投票站的投

票均結束後，便以電話短訊向各投票站主任發出可以開始點票

程序的指示。投票站主任須在收到數據資訊中心發出的電話短

訊後，才可以開始點票程序。這個新安排在是次補選運作暢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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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建 議︰選管會認為 必 須 有 良 好 的 通 報 機 制 ， 確 保 在 同

一選區內的各個投票站均按法例要求，在整個選區的投票結束

後才開始點票程序。選舉事務處在未來的選舉應該繼續檢討及

完善有關機制，並研究其他可行的通報方式，以便能在日後進

行更大型的選舉時，可以有效及適時地向各投票站主任發出相

關指示。

(D)  投票站／點票站與數據資訊中心的資訊傳遞

8 .10  是次補選涉及兩個選區，選舉事務處在海港中心的辦

事處設立數據資訊中心，收集四個一般投票站的每小時投票人

數統計數字，以整合兩個選區的每小時投票人數；以及在點票

結束後，收集四個點票站的候選人得票數字，以分別計算兩個

選區的綜合點票結果，再交由身處主要點票站的選舉主任公布

選舉結果。

8 .11   山 頂 選 區 香 港 公 園 體 育 館 的 點 票 站 在 完 成 點 票 工 作

後，點票站人員按既定程序將載有該點票站兩位候選人得票數

字的文件以傳真方式發送至數據資訊中心，以便數據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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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點票結果。由於傳真機在文件傳送過程中出現技術故障，

所以點票站人員未能即時將有關文件發送給數據資訊中心，因

而對選舉結果的公布造成輕微延誤。

8 .12  建議︰雖然在過往的各個選舉中，投票站及點票站與

數據資訊中心之間一直以傳真機傳送文件而且很少出現機件故

障的情況，但隨着科技的發展，選舉事務處可以探討其他安全

可行的資訊傳送方法，令有關程序更快捷順暢。此外，選舉事

務處在將來的選舉中亦應為投票站及點票站與數據資訊中心之

間的資訊傳遞制定應變措施，並加強投票站及點票站的主管人

員對突發事件的警覺性和應變能力，以應對未能預見的情況。

另外，當點票程序因突發事故而需延長時，點票站主管人員應

適時把有關事故訊息通知在現場觀看點票的傳媒及公眾人士，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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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  鳴謝  

 

9 .1       是次補選得以圓滿結束，全賴各方熱誠投入，通 力

合作。  

 

9 .2       選管會在這次補選得到以下政府決策局及部門鼎 力

支持及協助，謹此致謝：  

 

漁農自然護理署  

民眾安全服務隊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懲教署  

香港海關  

衞生署  

律政司  

渠務署  

教育局  

機電工程署  

食物環境衞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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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物流服務署

民政事務總署

香港天文台

香港警務處

香港郵政

入境事務處

廉政公署

政府新聞處

地政總署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海事處

公務員事務局轄下法定語文事務部

破產管理署

9 .3    選管會十分感謝擔任選舉主任、助理選舉主任、 投

票站主任、副投票站主任、助理投票站主任及協助執行投票及

點票工作的政府人員，以及為是次補選擔任提名顧問委員會 (區

議會 )的大律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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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懲教署、警務處及其他執法機構協助選舉事務處 作

出所需安排，以便在投票日當天遭囚禁、還押或拘留的已登記

選民投票，選管會對此表示謝意。

9 .5  此外，選管會也感謝傳媒廣泛報道是次補選，提高

了補選的透明度。

9 .6  最後，選管會謹向每一位前來投票的選民，以及補

選期間提供支援或協助，確保選舉法例和指引得到遵從的人士

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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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  展望未來

10 .1  選管會將繼續堅守 使命 ， 力保 香港 的公 開 選舉 公正

廉潔。選管會將會繼續盡力監察各項選舉的進行，確保每次選

舉都是公開、公平和誠實的。選管會歡迎正面及有建設性的意

見，以改善日後的選舉安排。

10 .2   選管會建議公開這 份報 告 書， 並由 行政 長 官決 定適

合的公開時間，讓公眾得悉選管會如何進行及監管是次補選。



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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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頁數 1/2)  

二零一七年中西區區議會山頂選區及東華選區補選  

選區區界  

(A)山頂選區

夏力道

Harlech Road 

盧吉道

Lugard Road 

舊山頂道

Old Peak Road 

羅便臣道

Robinson Road 

麥當勞道

MacDonnell Road 

堅尼地道

Kennedy Road 港島徑

Hong Kong Trail 

寶雲徑

Bowen Drive 

甘道

Coombe 
Road 

香港仔水塘道

Aberdeen Reservoir Road 

貝璐道

Peel Rise 

引水道

Catchwater 

區界線

District Bou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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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頁數 2/2)  
 

二零一七年中西區區議會山頂選區及東華選區補選  

選區區界  

(B)東華選區  

 

 

 

 

荷李活道 
Hollywood Road 

東邊街 
Eastern Street 

卑利士道 
Breezy Path 

高街 
High Street 

堅道 
Caine Road 城皇街 

Shing Wong Street 

士丹頓街 
Staunton Street 

鴨巴甸街 
Aberdeen 

Street 

皇后大道西 
Queen's Road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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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頁數 1/2)  

二零一七年中西區區議會山頂選區及東華選區補選  

每小時投票率  

(A)山頂選區

時間  累積投票人數  累積投票率  (%)

截至 08:30 39 0.73% 

09:30 112 2.10% 
10:30 191 3.59% 
11:30 328 6.16% 
12:30 477 8.95% 
13:30 589 11.06% 
14:30 682 12.80% 
15:30 835 15.67% 
16:30 979 18.38% 
17:30 1 114 20.91% 
18:30 1 254 23.54% 
19:30 1 413 26.53% 
20:30 1 536 28.83% 
21:30 1 664 31.24% 
22:30 1 780 33.41% 

註  ：  投票率數字只作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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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頁數 2/2)  

二零一七年中西區區議會山頂選區及東華選區補選  

每小時投票率  

(B)東華選區

時間  累積投票人數  累積投票率  (%)

截至 08:30 51 1.00% 

09:30 152 2.99% 
10:30 293 5.76% 
11:30 471 9.26% 
12:30 629 12.37% 
13:30 773 15.20% 
14:30 921 18.12% 
15:30 1 050 20.65% 
16:30 1 191 23.43% 
17:30 1 324 26.04% 
18:30 1 464 28.80% 
19:30 1 616 31.79% 
20:30 1 749 34.40% 
21:30 1 861 36.61% 
22:30 1 973 38.81% 

註  ：  投票率數字只作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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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二零一七年中西區區議會山頂選區及東華選區補選  

不予點算選票的摘要  

不予點算的無效選票  

選票數目  

山頂選區  東華選區  

未經填劃的選票 3 4 

投選多於一位候選人的選票 3 3 

因無明確選擇而無效的選票 2 3 

總數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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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二零一七年中西區區議會山頂選區及東華選區補選  

選舉結果  

(A)山頂選區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選舉主任宣布  

的所得票數  
結果  

1 楊哲安 1 378 當選

2 錢志健 394 

(B)東華選區

候選人  

編號  
候選人姓名  

選舉主任宣布  

的所得票數  
結果  

1 呂錦强 909 

2 伍凱欣 1 034 當選

3 劉舒燕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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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二零一七年中西區區議會山頂選區及東華選區補選  

處理投訴期內所接獲投訴個案的分項數字  

(二零一七年十月三日至二零一八年一月十日 )  

性質  

接獲投訴的部門／機構／人員  

個案

總數  
選舉  

管理  

委員會  

選舉  

主任  
警方  

廉政  

公署  

投票站  

主任  

1 選舉廣告 8 58 1 0 0 67 

2 進行競選活動 2 1 0 0 0 3 

3 投票站的分配／指定 0 0 0 0 1 1 

4 虛假陳述 0 1 0 1 0 2 

5 冒充他人投票 0 0 0 0 1 1 

6 
使用揚聲器／廣播車輛／電話

拉票／其他活動對選民造成滋

擾  

1 20 15 0 0 36 

7 
在禁止拉票區／禁止逗留區進

行非法拉票活動  

2 18 0 0 2 22 

8 投訴選舉主任或其職員 0 1 0 0 0 1 

9 刑事毀壞 0 0 1 0 0 1 

10 爭執 0 0 5 0 0 5 

11 其他 2 4 6 0 2 14 

 總數 15 103 28 1 6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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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二零一七年中西區區議會山頂選區及東華選區補選  

投票日所接獲投訴個案的分項數字  

性質  

接獲投訴的部門／機構／人員  

個案

總數  
選舉  

管理  

委員會  

選舉  

主任  
警方  

廉政  

公署  

投票站  

主任  

1 選舉廣告 3 46 0 0 0 49 

2 投票站的分配／指定 0 0 0 0 1 1 

3 虛假陳述 0 1 0 0 0 1 

4 冒充他人投票 0 0 0 0 1 1 

5 
使用揚聲器／廣播車輛／電話

拉票／其他活動對選民造成滋

擾  

1 20 14 0 0 35 

6 
在禁止拉票區／禁止逗留區進

行非法拉票活動  
1 18 0 0 2 21 

7 投訴選舉主任或其職員 0 1 0 0 0 1 

8 爭執 0 0 4 0 0 4 

9 其他 0 4 2 0 2 8 

 總數 5 90 20 0 6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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