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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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零一八年一月五日刊登憲報，公布由於

東區區議會佳曉選區民選議員林翠蓮女士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十七日辭世，根據《區議會條例》第 26(a)條，其議席已經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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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區 區 議 會 佳 曉 選 區 選 出 一 名 議

員，填補議席空缺。  

 

選區  

1 .3       佳 曉 選 區 是 東 區 地 方 行 政 區  35  個 區 議 會 選 區 之

一，共有  8  728  名已登記選民。附錄一的地圖顯示該選區的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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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日及提名期  

1 .4       有關補選的公告在二零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憲報

刊登，指定二零一八年六月十日 (星期日 )為東區區議會佳曉選

區補選的投票日，而二零一八年四月十七日至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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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區 民 政

事務專員鄧如欣女士，JP 為是次補選的選舉主任，及東區民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1 ) 魏 麗 盈 女 士 和 東 區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2 )    

徐卓賢先生為助理選舉主任，有關任命於二零一八年三月二十

九日刊憲。選管會主席亦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委任了律

政司政府律師鄺譽鏗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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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刊憲，其任期由二零一八年四月十七

日至五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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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八年四月三十日結

束，選舉主任共接獲三份提名表格。經選舉主任核實後，所有

提名均獲裁定有效。獲提名人士為陳真真女士、植潔鈴女士和

李鳳琼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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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

姓名在二零一八年五月十一日的憲報刊登。  

 

為候選人而設的簡介會  

 

2 .4       選管會主席馮驊法官於二零一八年五月七日在灣仔

戴麟趾夫人訓練中心地庫體育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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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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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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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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規定以及免費郵遞

選舉郵件的相關要求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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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籤結果如下：  

 

候選人編號  候選人姓名  

1  陳真真女士  

2  李鳳琼女士  

3  植潔鈴女士  

 

在 佳 曉 選 區 內 共 有  45  個 指 定 位 置 供 候 選 人 在 選 舉 期 間 展 示

選舉廣告，而每名候選人各獲分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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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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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適用於是次補選。選管會亦於二零一八年三月就上述指引發

出 補 充 資 料 ， 臚 列 適 用 於 是 次 補 選 的 最 新 法 例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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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在選舉事務處及東區民政諮詢中心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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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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選舉事務處的職員

負責。選舉事務處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為投票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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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內容包括簡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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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選舉事務處分別在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及二

十五日安排了兩場半天的投票及點票簡介會，讓所有一般投票

站及專用投票站的工作人員熟習有關工作，而在二零一八年五

月三十一日亦安排了一場半天的工作坊，讓負責擔任點票工作

的人員參與模擬點票練習，以了解及熟習點票程序。  

 

投票兼點票站  

 

3 .2      總 選 舉 事 務 主 任 為 佳 曉 選 區 指 定 了 兩 個 一 般 投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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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分別設於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  柴灣會所和小西灣社

區會堂。此外，總選舉事務主任指定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  

柴灣會所為是次補選的大點票站，用作混合和點算在該投票站

及專用投票站所投下的選票，而由於該大點票站獲分配的選民

人數較多，所以根據法例亦同時被指定為主要點票站，負責統

籌兩個點票站的點票結果。上述兩個一般投票站均可供行動不

便的選民使用。  

 

3 .3       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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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點票站內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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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用投票站  

 

3 .4       為使遭懲教署囚禁或還押的佳曉選區已登記選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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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懲教署二零一八年六月九日提供的資料，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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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日會有一共四名屬於佳曉選區的已登記選民在其轄下的四間

懲教院所被羈押，因此須在該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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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投票日，選舉事務處亦在柴灣警署設立專用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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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曉選區已

登記選民投票。鑑於被執法機關在投票日投票時間內拘捕的人

士中或有屬該選區的已登記選民，故此柴灣警署的專用投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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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投票站的佈置與一般投票站相約，但是基

於保安理由，其中一些投票用的物資須特別設計。  

 

3 .6       為確保專用投票站的投票保密，該等投票站的選票

會運往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  柴灣會所的大點票站，與該

站的選票混合後，才按照《區議會選舉程序規例》第  76  條的

程序點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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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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年 五 月 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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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一般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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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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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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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名投票助理員協助。投票結束後，各專用投票站的投

票站主任為投票箱上鎖及加封，並在警方護送下運送投票箱往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  柴灣會所的大點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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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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事務處於二零一八年五月二十一日把投票通知

卡 寄 給 佳 曉 選 區 的 每 一 位 符 合 是 次 補 選 投 票 資 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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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同 “申 領選票所須文件 ”的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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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補選的其中一名候選人響應選舉

事務處的呼籲，提供以電腦打出的文字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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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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會成員巡視投票站及點票站的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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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一八年六月十七日，進行投票。此外，選舉事務處在投票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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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了一輛貨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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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華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  柴 灣 會 所 和 小 西

灣社區會堂的一般投票站及柴灣警署專用投票站的投票時間由

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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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事務主任在二零一八年五月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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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及投訴

數 字 等 統 計 資 料 。 中 央 指 揮 中 心 設 於 香 港 中 華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  柴 灣 會 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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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

般選舉安排的電話查詢，及協助投票站職員核實選民投票資格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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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票日收到的查詢大部分與選民投票資格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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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傳媒向公眾

公布有關是次補選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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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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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票站發生的重要事項，也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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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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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及在禁止拉票區範圍內或其周圍進行的非法拉票活動。  

 

4 .6       警方協助維持在禁止拉票區／禁止逗留區和投票／

點票站內的治安及秩序。設於柴灣警署的專用投票站內亦有警

務人員駐守，隨時為投票站主任提供支援。  

 

投票人數  

 

4 .7       屬佳曉選區的  8  728  名已登記選民中共有  4  307  

人投了票，投票率為  49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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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到不同的投票站視察補選的投票情況。馮法官先前往巡視香

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  柴灣會所的一般投票站；陸先生則視

察柴灣警署的專用投票站。其後，二人一起巡視在小西灣社區

會堂的一般投票站，並向傳媒講述投票的最新情況和解答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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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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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  點票站的整裝  

 

5 .1       在 香 港 中 華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  柴 灣 會 所 和 小 西 灣

社區會堂的一般投票站及柴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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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四間懲教院所內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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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投票站

的投票站主任在警務人員護送下，把有關投票箱送往位於香港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  柴灣會所的大點票站。  

 

5 .3       至 於 在 香 港 中 華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  柴 灣 會 所 和 小

西灣社區會堂的一般投票站，在投票結束後，由有關的投票站

主 任 於 在 場 的 選 舉 ／ 監 察 投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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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告示亦

載有有關投票站的電話號碼，方便候選人或其代理人與投票站

人員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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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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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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西

灣 社 區 會 堂 和 香 港 中 華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  柴 灣 會 所 的 投 票 站

觀察場地改裝為點票站的過程，並對整個過程順利完成感到滿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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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  點票  

 

點票開始  

 

6 .1       由投票日晚上十時五十五分至十一時十分期間，分

別 位 於 香 港 中 華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  柴 灣 會 所 和 小 西 灣 社 區 會

堂的點票站陸續開放讓市民及傳媒入內觀察點票過程。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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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  柴灣會所的大點票

站，選管會委員陸貽信先生與有關的投票站主任一同把最先開

封的投票箱內的選票倒出，然後投票站主任把由各專用投票站

轉送來的投票箱逐一開封，點算倒出的選票數目並與各專用投

票站的選票結算表核對，再把有關選票與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

會  —  柴灣會所投票站的選票混合後，才開始點票。至於小西

灣社區會堂的點票站，選管會主席馮驊法官與有關的投票站主

任一同把最先開封的投票箱內的選票倒出，隨即展開點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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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選票及問題選票  

 

6 .2       各投票站合共發出  4  307  張選票，當中有  1  張由

投票站主任保管的未使用選票，及  22  張被認為是明顯無效的

選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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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6  張選票被鑑定為問題選票。有關投票

站主任在候選人及／或其代理人面前，仔細檢查問題選票，並

在有需要時請助理選舉主任 (法律 )提供協助，以裁定它們是否

有效。共有  59  張問題選票獲投票站主任裁定為有效，予以點

算 。 其 餘  7  張 問 題 選 票 被 投 票 站 主 任 裁 定 為 無 效 而 不 予 點

算。於投票箱內不予點算的選票 (包括明顯無效選票及被投票站

主任裁定為無效的選票 )總數為  29  張，有關摘要載於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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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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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點票結果告知點票區內的候選人及／或其代理人後，並沒有

接獲重新點票的要求。位於小西灣社區會堂的點票站的投票站

主 任 將 點 票 結 果 經 數 據 資 訊 中 心 向 在 香 港 中 華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  柴灣會所的主要點票站的投票站主任報告。在綜合點票

結果後，主要點票站的投票站主任向選舉主任滙報選區的整體

點票結果，並將有關結果通知在場的候選人及／或其代理人。  

 

6 .5       由於沒有重新點票的要求，選舉主任於二零一八年

六 月 十 一 日 凌 晨 一 時 十 四 分 宣 布 選 舉 結 果 ： 植 潔 鈴 女 士 以     

2  268  張有效選票當選，其得票佔  4  277  張有效選票總數的  

53 .03%。 其 他 候 選 人 李 鳳 琼 女 士 獲 得  1  302  張 選 票 ， 以 及    

陳 真 真 女 士 獲 得  707  張 選 票 。 是 次 補 選 的 選 舉 結 果 在      

二零一八年六月十五日刊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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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一八年四月十七日提

名 期 開 始 ， 至 二 零 一 八 年 七 月 二 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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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處理投訴期結束，上述五個單位直接從公眾人

士接獲的投訴共  111  宗，包括在投票日接獲的  52  宗投訴個

案。大部分投訴關乎違規展示選舉廣告和對選民造成滋擾的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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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宗投訴個案，大部分是可於即場解決的投訴，例如

違規展示選舉廣告和對選民造成滋擾的拉票活動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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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處理投訴期內接獲的  111  宗投訴中，46  宗個案

被裁定成立、 5  宗個案不成立、 57  宗個案無須採取進一步行

動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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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全面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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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色投票／點票站的場地  

 

8 .2      在二零一八年東區區議會佳曉選區補選，選舉事務處

分 別 於 香 港 中 華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  柴 灣 會 所 及 小 西 灣 社 區 會

堂設置了一般投票站，供選民投票。上述選區的選民在是次補

選獲編配的投票站與他們在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一日舉行的立法

會補選中按其居所而獲編配的投票站相同，此安排可讓有關選

民在上述兩個選舉中均前往同一投票站，避免選民感到混淆而

可能前往錯誤的投票站。  

 

8 .3      由 於香港 中華基 督教青 年會  —  柴灣會 所可提 供 用

作投票站的場地面積較小，選舉事務處在籌備是次補選時曾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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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在鄰近地方物色其他合適的場地，但未能找到更寬敞的地方

以替代上述會所。該處亦曾經考慮將選區內所有選民一併編配

到設於小西灣社區會堂的投票站，但受地理環境所限，有關安

排會令在過往多屆選舉中均在上述會所投票的選民須額外步行

約十五分鐘才能抵達位於地勢較低的社區會堂投票。鑑於佳曉

選區內有不少年長選民，為便利選民投票及避免投票站的改動

會為這些選民帶來不便，選舉事務處遂決定維持以香港中華基

督教青年會  —  柴灣會所作為該選區的其中一個投票站，讓有

關選民能在較方便及熟悉的地點投票。  

 

8 .4      在是次補選中，因地理環境的情況，即使香港中華基

督教青年會  —  柴灣會所投票站的場地面積較小，但獲分配的

選民人數較多，因此須根據有關法例被指定為主要點票站，負

責統籌兩個點票站的點票結果。根據有關法例，候選人或其選

舉代理人如欲重新點算整個選區的選票，須於主要點票站提出

有 關 要 求 ， 因 此 候 選 人 在 點 票 開 始 後 往 往 會 逗 留 在 主 要 點 票

站，直至選舉結果公布。由於候選人大多逗留在主要點票站，

區議會補選的選舉主任一般都會於主要點票站公布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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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投 票日當 天，在 香港中 華基督 教青年 會  —  柴 灣 會

所的投票站實施了派籌制度（詳情載於下文第 8 .7至 8 .8段），投

票過程十分順暢。在投票結束及投票站轉換為點票站後，是次

選舉的所有候選人、大量傳媒及公眾人士均在這個點票站觀察

點票過程及等候選舉結果，因而令點票站內的記者及公眾區域

十分擠擁。因應當時的情況，除了在場的警務人員之外，投票

站主任已加派人手維持點票站的秩序。  

 

8 .6      建議：選管會得悉，是次為單一區議會選區的補選，

而所有候選人均在主要點票站逗留，因此該點票站成為傳媒及

公眾人士的焦點，導致很多人士逗留以觀察點票過程，及等候

選舉結果，而出現擠擁；上述情況未有在以往的區議會一般選

舉中出現，因該等選舉涉及數百個點票站，而公眾人士及傳媒

的焦點相對分散。選管會明白選舉事務處已盡力物色更寬敞的

場地設置投票站，然而，區內未有更佳的場地可供選擇。此外，

由於是次補選與二零一八年立法會補選的舉行日期相距只有三

個月，為免因改變場地令選民感到混淆而可能前往錯誤的投票

站，因此，將兩次選舉的投票站設置於同一場地亦是合理的安

排。選管會認為選舉事務處應密切留意社區內場地的情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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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努力物色寬敞及便利的投票站。如有需要，選舉事務處可

考慮採取適當措施疏導等待選舉結果公布的公眾人士及傳媒。  

 

(B)  在投票站實施派籌制度  

8 .7      在是次補選設置的兩個一般投票站當中，獲編配往位

於 香 港 中 華 基 督 教 青 年 會  —  柴 灣 會 所 投 票 站 的 選 民 約 有 六

千名。該投票站共設有五張發票櫃枱，每張櫃枱負責處理屬指

定的身分證號碼範圍的選民，並以不同顏色的身分證號碼組別

指示牌作區分。基於投票站面積較小，所以沒有足夠空間供選

民在其獲編配的發票櫃枱前同時排隊等候領取選票。為了避免

投票站內出現過份擠擁的情況，以及需要安排選民有秩序地領

取選票，選舉事務處在該投票站實施派籌制度及特別的排隊安

排。投票站主任在選民進入投票站後而未到達發票櫃枱之前的

一條較為寬敞的走廊，擺放了該五張發票櫃枱所負責的身分證

號碼組別指示牌，並安排投票站人員協助進入投票站的選民按

他們的身分證號碼找出其獲編配的發票櫃枱，然後按發票櫃枱

的身分證號碼組別指示牌所屬顏色向其派發對應的顏色籌，並

安排選民在前往發票櫃枱之前的一條長走廊排隊等候。負責等

候區的投票站人員會監察各發票櫃枱的情況，安排在排隊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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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民有秩序地到發票櫃枱領取選票。當有發票櫃枱可供下一

名選民領取選票時，投票站人員會按有關發票櫃枱負責的顏色

籌，指示在輪候隊伍中持有該顏色籌而排列在最前的一名選民

到有關發票櫃枱領取選票。當日的派籌制度運作十分順暢，能

讓選民有秩序地排隊領取選票。  

 

8 .8      建議：選管會認為是次派籌制度運作十分暢順，選民

秩 序 井 然 地 排 隊 領 取 選 票 。 選 舉 事 務 處 應 考 慮 在 日 後 的 選 舉

中，按實際情況，在面積較小及選民人數較多的投票站適當地

引入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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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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律政司  

渠務署  

機電工程署  

食物環境衞生署  

政府物流服務署  

民政事務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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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天文台  

香港警務處  

香港郵政  

房屋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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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福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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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保香港的公共選舉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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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