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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前言

空缺  

1 .1  刘小丽女士在二零一六年立法会换届选举的九龙

西地方选区当选为议员，是次补选是为了填补此议席空

缺。

1 .2  按照《立法会条例》(第 542 章 )第 35(1)条的规定，

立法会秘书于二零一七年八月二日在宪报刊登公告，宣

布原先由刘小丽女士、梁国雄先生、罗冠聪先生及姚松

炎先生所持的四个立法会议席出现空缺。根据《立法会

条例》第 36(1)(a )条，选举管理委员会 (“选管会 ”)须为该

等议席空缺安排补选，以选出议员填补议席空缺。

1 .3  由于罗冠聪先生及姚松炎先生没有就高等法院原

讼法庭于二零一七年七月十四日取消其议席的判决提出

上诉，有关议席空缺所涉及的司法程序先行完结。有见

及此，选管会已于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一日安排立法会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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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1，以选出议员填补有关议席空缺。而余下议席空缺会

在有关司法程序完结后安排补选。  

1 .4  另一方面，刘小丽女士及梁国雄先生于二零一七

年九月十一日就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取消其立法会议席的

判 决 提 出 上 诉 。 其 后 ， 刘 小 丽 女 士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二十九日撤回其上诉申请，并于翌日获法庭接纳，因此

有关其议席空缺所涉及的司法程序亦告完结，选管会遂

为该议席空缺安排补选。  

1 .5  至于梁国雄先生对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就其立法会

议席作出的判决而提出的上诉，于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五

日被高等法院上诉庭驳回。选管会会继续留意是否再有

上诉提出，会待相关司法程序完结后根据法例规定作出

安排。  

补选日期  

1 .6  《选举管理委员会 (选举程序 ) (立法会 )规例》 (第

541D 章 ) (“《立法会选举程序规例》 ”)第 8 条订明，在宣

                                                      
1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一日举行的立法会补选同时选出议员填补原先由梁颂恒先生及游蕙祯女士

所持的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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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立法会议席出现悬空后，总选举事务主任必须在切实

可行范围内，尽快为举行补选在宪报刊登公告。就决定

二零一八年立法会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的日期而言，选

管会须考虑所有实际及客观因素，包括招募及培训额外

选举人员所需的时间、可供用作选举场地的商借情况（包

括供设立投票兼点票站和新闻中心的场地）、选举物资

的采购和运送，以及恰当运用公帑的原则等。  

1 .7  为确保选举事务处有足够时间及资源筹备是次补

选，并顾及上文第 1 .6 段提及的各实际及客观因素，选管

会决定于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举行是次补选。  

1 .8  总选举事务主任按照《立法会选举程序规例》第

8 条 ， 于 二 零 一 八 年 九 月 七 日 在 宪 报 刊 登 公 告 ， 指 定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为立法会补选日期。补选的

提名期由二零一八年十月二日至十五日，首尾一共 14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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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委任及提名

选举指引  

2 .1 二零一六年六月制订的《立法会选举活动指引》

(“《指引》”)适用于是次补选。此外，选管会于二零一八年

九月就上述《指引》提供补充资料，述明适用于是次补选

的一些新的法例修订和相应的选举安排，其中包括选民

必须出示其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证正本或指定的替代文

件方可获发选票。有关补充资料已于提名期开始前，上

载至二零一八年立法会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网站 (“选举

网站 ”)供公众查阅。

委任选举主任  

2 .2 民政事务总署九龙城民政事务专员郭伟勋先生获

委 任 为 是 次 补 选 的 选 举 主 任 ， 有 关 任 命 于 二 零 一 八 年

九月七日刊登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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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助理选举主任  

2 .3   为协助选举主任执行工作，选管会委任了五位助

理选举主任，他们均为民政事务总署的人员。此外，选

管会亦委任了 11 位助理选举主任 (法律 )，他们都是律政

司的律政人员。  

委任提名顾问委员会  

2 .4   选管会委任了鲍进龙资深大律师组成一个提名顾

问委员会，在有需要时向选举主任提供法律意见，其任

命于二零一八年九月七日刊登宪报，任期由二零一八年

十月二日起至十八日止。  

提名  

2 .5   提 名 期 于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 二 日 开 始 ， 并 于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五日结束。如上文第 1.8 段所述，总选

举事务主任于二零一八年九月七日，就为期两周的提名

期在宪报刊登公告。参选人必须在提名期内亲自向选举

主任提交提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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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在提名期结束时，选举主任共接获六份提名表格。

选举主任决定五名参选人的提名为有效，而余下一名参

选人的提名为无效。就决定为无效的提名，选举主任已

根据《立法会选举程序规例》第 19 条的规定，将其决定

及作出该决定的理由记录及附载于该参选人的提名表格

内，供公众人士查阅。获有效提名的五名候选人，于二

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宪报公布。  

2 .7    由于是次补选有超过一名获有效提名的候选人，

所以须进行投票。  

2 .8    由于有参选人的提名被选举主任裁定为无效而引

起社会人士的关注，选管会于二零一八年十月十三日发

出新闻公报解释提名程序的相关法例。立法会选举中获

提名为候选人的资格、丧失获提名为候选人或当选为议

员的资格的情况，以及获提名的候选人须遵从的规定分

别载列于《立法会条例》第 37、第 39 及第 40 条（包括

参 选 人 须 在 提 名 表 格 中 作 出 一 项 声 明 示 明 该 人 会 拥 护

《基本法》和保证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参选人的提

名是否有效，完全是由选举主任按照法例的要求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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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作出决定，选管会无权并一向没有参与，亦不会给

予任何意见。此外，根据《立法会选举程序规例》第 19

条，如选举主任决定某提名无效，选举主任必须在有关

提名表格上批注他的决定及作出该决定的理由，并根据

该规例第 14 条，供公众查阅。如任何人士因为其在某选

举中丧失作为候选人的资格，可根据《立法会条例》第

61 条，提出选举呈请质疑选举结果。

2 .9 就 参 选 人 的 提 名 ， 参 选 人 之 一 刘 小 丽 女 士 于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以其提名被选举主任裁定为

无效，令选举出现关键性欠妥之处为理由，对选举主任

以 及 当 选 的 候 选 人 提 出 选 举 呈 请 ( 案 件 编 号 ： HCAL 

245/2019)。截至本报告书印制时，该呈请个案仍待法庭

安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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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投票前的筹备工作

主要宣传活动  

3 .1 当局进行了多元化的宣传工作使选民知悉是次补

选的安排，包括播放电视宣传短片和电台宣传声带、在

互联网及报章上刊登广告、张贴海报、于路边栏杆展示

横额以及当眼处悬挂大型横额。是次补选宣传的规模基

本上与以往的立法会补选相若。就须出示香港永久性居

民 身 分 证 正 本 或 指 定 的 替 代 文 件 以 领 取 选 票 的 法 例 修

订，当局亦已加强有关宣传。

3 .2 是次补选的详细资料，包括选举法例及《指引》、

新闻公报、候选人简介、指定的投票站与点票站均上载

至选举网站，方便市民查阅。廉政公署协助宣传廉洁和

公平选举，亦有在报章刊登广告。

为候选人而设的简介会  

3 .3 选管会主席于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九龙湾

国际展贸中心举行了一场候选人简介会。在简介会上，

选管会主席提醒候选人及其代理人应留意的相关选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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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及《指引》的主要条文，并与各有关部门合作，确保选

举以公开、公平和诚实的方式进行。他强调选管会和各

有关政府部门会严格执行法例和《指引》的规定。  

3 .4    于简介会开始前，选举主任及助理选举主任在候

选人或其代理人见证下，以抽签方式决定候选人的姓名

在选票上的排列次序，以及分配予各候选人展示选举广

告的指定位置。  

物色场地用作投票站  

3 .5   选举事务处尽量借用在二零一六年立法会换届选

举中及／或于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一日立法会补选用作投

票站的场地（如适合再借用），设置是次补选的投票站，

以便选民到较熟悉的地点投票。  

3 .6    选举事务处为是次补选设立了 73 个一般投票站，

当中有 67 个（约 92%）设在曾于二零一六年立法会换届

选举及／或于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一日立法会补选中使用

过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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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另外，选举事务处一直努力物色适合行动不便人

士使用的场地作为投票站。在 73 个一般投票站中，有 71

个（约 97%）属于适合行动不便选民使用的场地。其中

有 9 个投票站是经选举事务处在进出口加设临时斜道而

使其成为适合行动不便选民使用的场地。就这些加设临

时斜道的投票站，选举事务处亦要求投票站主任在投票

日作出特别安排协助有需要的人士，包括在斜道旁边贴

上载有投票站联络电话的告示，方便选民致电求助，以

及指派投票站人员在斜道的位置为选民提供协助。  

应变措施  

3 .8   选举事务处订定了各项安排以应付恶劣天气或其

他紧急事故。主要措施如下：  

( a)  把 一 个或 多 个投 票 站／ 点 票站 的 投票 或 点

票工作延迟或押后；  

(b )  因水浸、停电或其他紧急事故，使一个或多

个投票站损失相当多投票时间，而延长投票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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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指 定 后备 投 票站 ／ 点票 站 作为 替 补或 额 外

的投票站／点票站，以便一旦原定的投票站

／点票站因某些原因不能再正常运作，或选

民无法进入时，可以代替原定的投票站／点

票站；及  

(d )  在九龙西三个地区各设立一个后勤补给站，

为投票站提供后勤支持。每个补给站均有备

用车辆，以供有需要时作紧急调派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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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  投票

招募投票站和点票站人员  

4 .1 选举事务处就是次补选展开招募工作，邀请各政

府决策局和部门合适的在职公务员担任选举工作人员。

选举事务处委任了约 2 700 名来自不同政府决策局／部

门的公务员在投票日担任投票站主任、副投票站主任、

助理投票站主任、投票助理员及投票站事务员执行有关

投票与点票的职务。

4 .2 选举事务处于委任过程中要求获委任的公务员透

露是否与任何候选人有密切关系，如有的话，便不会委

派他／她在任何相关的投票站工作。另外，根据现有机

制，选举事务处在编配投票站工作人员时会尽量避免派

他们到其本身作为选民的投票站工作。上述安排旨在保

障选举安排的公平和公正性，避免因此有人质疑选举的

公正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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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投票站主任和投票站及点票站人员提供培训  

4 .3   基于投票站主任及副投票站主任在选举中担任重

要角色，选举事务处于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八日在湾仔戴

麟趾夫人训练中心为投票站主任及副投票站主任举办了

投票管理训练班，以提高投票的管理质素。课程内容包

括《立法会选举程序规例》的重要条文、优质投票服务、

投诉处理、危机管理和建立团队精神的要诀，亦有由选

举工作经验丰富的投票站主任作经验分享，以及警务处

简介警务人员在投票站的工作的环节。  

4 .4    选举事务处在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五日

期间，于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及湾仔戴麟趾夫人训练中

心举办了三场培训班，使一般投票站人员熟悉他们须执

行的职务。课程内容包括投票和点票程序、应变措施及

仿真点票示范和练习。同一期间，选举事务处于湾仔伊

利沙伯体育馆及湾仔戴麟趾夫人训练中心为负责编制统

计数字报表的投票站人员一共额外举办了三个工作坊，

让他们实习如何执行有关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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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选举事务处亦为专用投票站的工作人员举办一般

简介会，讲解专用投票站的运作。专用投票站的简介会

于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湾仔戴麟趾夫人训练中心

举行。  

已登记选民  

4 .6   已登记及姓名载列于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发

表的二零一八年正式选民登记册，属于九龙西地方选区

的 487 160 名选民，均有资格在是次补选中投票。  

投票通知卡  

4 .7   选举事务处根据《立法会选举程序规例》第 31

条把投票通知卡，连同候选人简介、投票站位置图、投

票程序和申领选票所需文件的简介，以及由廉政公署印

制有关廉洁选举的单张，于投票日前 10 天或之前寄给选

民。为环保起见，有关文件采用了可循环再造或由可持

续发展树林的纸浆制造的纸张，并以环保墨水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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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站安排  

4 .8   如上文第 3.5 及 3.6 段所述，选举事务处为是次

补选设立了 73 个一般投票站。为方便选民投票，是次补

选 尽 量 使 用 曾 于 二 零 一 六 年 立 法 会 换 届 选 举 及 ／ 或 于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一日立法会补选中使用的场地。  

4 .9   除 19 个专用投票站外，投票结束后所有投票站随

即改装为点票站。投票日前一天，投票站人员会布置已

借用的场地，使该场地在投票日可用作投票站兼点票站。

投票站内设有发票柜枱、投票间及投票箱等，以方便选

民投票。  

投票时间  

4 .10  除设于惩教院所的专用投票站的投票时间较短外

（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一如过往的换届选举或补选，

投票于投票日上午七时三十分开始，并于同一天晚上十

时三十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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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票和投票箱的设计  

4 .11 选 票 的 设 计 按 二 零 一 六 年 立 法 会 换 届 选 举 的 模

式，候选人可于选票印上若干指定的资料。为确保各投

票站有足够的投票箱使用，选举事务处小心测试了是次

补选所使用的投票箱容量，而且各投票站已备有充足的

投票箱，足以应付所有已登记选民前来投票。

为在囚、遭还押或拘留选民而设的特别投票安排  

4 .12 为供遭惩教署囚禁或还押的已登记选民在投票日

投票，选举事务处在惩教院所设有 18 个专用投票站。基

于保安理由，这些专用投票站的投票时间为上午九时至

下午四时。此外，选举事务处亦在长沙湾警署设立了专

用投票站，供在投票日遭执法机关（惩教署除外）还押

或拘留的已登记选民投票。由于执法机关可能在投票日

任何时间拘捕属已登记选民的人士，故此该专用投票站

的开放时间与一般投票站相同，即由上午七时三十分至

晚上十时三十分。



17 
 

4 .13   专 用 投 票 站 的 场 地 布 置 基 本 上 与 一 般 投 票 站 相

同，只是基于保安理由，有一些投票所用的物品须特别

设计。  

4 .14    由 于 在 囚 的 已 登 记 选 民 无 法 以 原 先 的 登 记 地 址

接收选举邮件，选举事务处会把投票通知卡及选举相关

的其他文件，例如候选人简介，寄往在囚的已登记选民

的惩教院所地址。另一方面，为保障在囚选民的私隐，

除非这些选民选择提供惩教院所地址作为通讯地址，否

则选举事务处不会提供有关地址标签供候选人作邮寄选

举邮件之用。是次补选有在囚选民选择以其惩教院所地

址收取选举邮件。  

发票程序  

4 .15  正如上文 2.1 及 3.1 段提及，是次补选选民必须

出示其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证正本或指定的替代文件方

可获发选票。在投票日当天，各投票站人员已按选举事

务处新订的发票程序查阅选民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证

正本或指定的替代文件后才发出选票。有关程序运作顺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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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工作  

4 .16  选举事务处在位于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的办事处

设立一个中央指挥中心，由总选举事务主任监督，在投

票日监察投票的整体运作，提供中央指挥及后勤支持服

务。选举事务处和政府决策局／部门的有关组别均于中

央指挥中心运作，方便沟通和统筹。  

4 .17  中央指挥中心之内设有一个数据资讯中心，负责

收集和整理所有投票站的每小时选民投票统计数字，以

及各点票站的点票结果。中心透过新闻公报和选举网站，

每小时向公众发放选民投票数字。  

4 .18  投诉处理中心设在选举事务处位于海港中心的办

事处，负责统筹投诉处理工作。有关的详情载于第六章。 

4 .19  新闻中心设于调景岭体育馆，方便向候选人、传

媒和公众人士发放中期点票结果。新闻公报资料及选举

结果亦于新闻中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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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  警方协助在投票站、禁止拉票区、禁止逗留区及

点票站维持秩序。民众安全服务队则在 72 个投票站提供

服务，协助管理人群。  

投票人数  

4 .21  是次补选共有 216 522 名选民前往投票，相等于

九龙西地方选区选民人数的 44.45%，每小时计算的投票

率分项统计数字载于附录一。  

选管会巡视投票站   

4 .22  投票日当天，选管会主席和两名委员分别前往多

个投票站巡视。此外，他们在上午于东华三院罗裕积小

学举行了传媒简报会，提供选举统计数字及解答传媒的

提问。选管会在投票日密切监察选举的进行，对投票安

排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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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  点票

点票安排  

5 .1 是次补选只须为一个地方选区选出一名议员，因

此每份候选人名单只由一位候选人组成，得到最多有效

选票的候选人便会当选。是次补选沿用投票兼点票的安

排，在投票结束后，除 19 个专用投票站外，所有的投票

站均随即改装为点票站，以点算在投票站所投的选票。

5 .2 为确保点票过程公开及透明，候选人、选举代理

人、监察投票代理人及监察点票代理人均可以留在有关

投票站内，观察场地改为点票站的过程。此外，在进行

点票时，候选人、选举代理人及监察点票代理人可在围

绕点票枱的禁区范围以外观察点票。公众人士及传媒亦

可以进入点票站的公众范围内观察整个点票过程。

5 .3 载有在专用投票站所投选票的投票箱，会运往指

定的大点票站点算。为确保投票保密，这些选票会与在

大点票站所投的选票混合，始作点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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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当点票工作展开，投票站人员会即时成为点票工

作人员，而投票站主任在副投票站主任、助理投票站主

任及点票工作人员协助下，负责进行点票。投票站主任

亦须负责裁定问题选票是否有效。不予点算选票（包括

无效选票，以及经投票站主任考虑后裁定为不获接纳的

问题选票）的分析资料载于附录二，而有关投票站主任

所保管的无效选票的分析资料载于附录三。  

5 .5    当点票站完成点算选票后，投票站主任会把点票

结果告知点票区内的候选人或其代理人。候选人或其代

理人可在此时要求重新点票。如无人提出重新点票要求，

投票站主任便透过传真向数据资讯中心汇报点票结果。

当集齐全部点票站的点票结果后，中心便告知选举主任

所有点票站的合计点票结果。选举主任随即将合计点票

结果通知在新闻中心的候选人、其选举代理人或监察点

票代理人。候选人或其选举代理人可在此时要求重新点

算所有点票站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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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是次补选并无候选人或代理人在新闻中心要求重

新点票，选举主任于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约三时

零五分宣布选举结果。  

5 .7   选 举 结 果 于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在 宪 报 刊

登，现转载于附录四。  

选管会巡视点票站  

5 .8   选管会主席及两名委员在投票结束后巡视位于赛

马会官立中学的点票站，并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一

起将第一个投票箱的选票倒出，随后观察点票的进行。

选管会主席及委员随后会见记者，提供最新选举统计数

字及响应传媒的提问。  

发放选举结果  

5 .9   一如过往选举的做法，选举事务处把个别点票站

的点票结果张贴在新闻中心的点票结果公告板。此外，

为增加点票过程的透明度和方便适时发放点票进度的资

料 ， 选 举 事 务 处 在 点 票 期 间 （ 于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二十六日约凌晨十二时三十分起）发放中期点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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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点票站的点票结果一经核实，中期点票结果系统内

各候选人所得的累计有效选票便会即时更新。中期点票

结果及最终选举结果均透过在新闻中心设置的显示屏或

电视屏显示，供候选人、其代理人、公众人士和传媒参

考。选举事务处亦在选举网站实时上载有关结果，以供

公众参考。于投票日前，选举事务处已就上述安排告知

新闻界及传媒。  

点票结束  

5 .10  整个点票过程在投票结束后约四小时完成。选管

会主席于选举结果公布后在新闻中心会晤传媒。选管会

对于是次补选的点票工作能顺利及有效率地进行感到满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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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  投诉

概论  

6 .1 设置处理投诉机制是选管会为确保选举制度公正

廉洁而采取的方法之一。从一些投诉能反映出选举安排

上某些不足的地方，有助选管会在日后的选举作出更好

的安排。

6 .2 投诉机制也可作为一个让各候选人互相监察的制

度，他们并可透过投诉更加了解选举法例及《指引》的要

求。选管会一向致力公平及有效地处理所接获的投诉。

处理投诉期  

6 .3 是 次 补 选 的 处 理 投 诉 期 由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月 二 日

（即提名期开始日）起至二零一九年一月九日（即投票

日后 45 天）止。

处理投诉的单位  

6 .4 在处理投诉期内，共有五个处理投诉的指定单位，

包括：选管会、选举主任、警方、廉政公署，以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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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主任（只限投票日当天履行职务）。投诉人可向上述任

何一方提出投诉。这些单位按照投诉的性质各有专责范

围。  

6 .5    选管会负责处理其职权范围内而不涉及任何刑事

责任法律条文规管的个案。选举主任获选管会授权处理

一些性质较为简单的投诉（例如有关选举广告、进行竞

选活动、使用扬声器等个案）。警方负责处理可能涉及刑

事责任的投诉，例如违反《立法会选举程序规例》及刑

事毁坏选举广告的个案。廉政公署负责处理可能涉及违

反《选举 (舞弊及非法行为 )条例》 (第 554 章 )、《防止贿

赂条例》(第 201 章 )  及《廉政公署条例》(第 204 章 )的个

案。投票站主任则处理在投票日于投票站收到的投诉，

并就须即时处理的个案即场采取行动，例如在投票站附

近使用扬声器、在禁止拉票区或禁止逗留区内进行违规

活动等。  

6 .6    选管会秘书处担当统筹角色，负责整理来自其他

单位有关投诉的统计资料，并在处理投诉期内向选管会

提交综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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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的数目和性质  

6 .7 处理投诉期在二零一九年一月九日结束，上述五

个单位直接从公众人士接获共 773 宗投诉，详情如下：

处 理 投 诉 单 位
直 接 从 公 众 人 士 

接 获 的 投 诉

选 管 会 252  宗 

选 举 主 任 257  宗 

警 方 214  宗 

廉 政 公 署 18  宗 

投 票 站 主 任 32  宗 

总 数 ：  773  宗 

大部分投诉关乎选举广告 (296 宗 )以及选民于拉票活动中

受到滋扰 (263 宗 )。各单位收到的投诉分项数字和性质载

于附录五 (A)  –  (F)。

投票日处理的投诉  

6 .8 于投票日当天，如上文第 4.18 段所述，设于选举

事务处海港中心办事处的投诉处理中心，专责处理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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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主任及助理选举主任亦在其办事处设立地区指挥中

心接收及处理投诉，而投票站主任则在投票／点票站接

收投诉，并即场处理。此外，各区的警署有专责警员当

值处理投诉，而廉政公署亦有专责人员于投票日接听投

诉热线的来电。  

6 .9    投诉处理中心、选举主任及投票站主任在投票日

收到的投诉个案共 293 宗，大部分可于即场解决的投诉，

例如违规展示选举广告、在禁止拉票区进行违规拉票活

动、使用扬声器对选民造成滋扰等，均已迅速处理和解

决。其他较为复杂的个案，则需要较长时间处理或交由

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及跟进。  

6 .10  投票日当天，由投诉处理中心、选举主任及投票

站主任处理的 293 宗个案中，214 宗（即约 73%）已在投

票结束前获得解决，余下的 79 宗须继续作出跟进。  

6 .11  在 投 票 日 收 到 的 投 诉 的 分 项 数 字 载 于 附 录     

六 (A)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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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  

6 .12 在 处 理 投 诉 期 内 ， 选 管 会 及 选 举 主 任 分 别 接 获

277 宗及 452 宗投诉 (附录五 (B)及 (C))。截至二零一九年

二月十一日，在已处理的个案中，没有个案被选管会裁

定投诉成立，选举主任则裁定 221 宗投诉成立或部分成

立，并向违规者发出合共 83 封警告信。选管会及选举主

任的个案调查结果分类分别载于附录七 (A)及 (B)。选管会

余下尚在调查的个案仍有 37 宗，而选举主任正在调查的

个案则有 19 宗。

6 .13 警 方 一 共 收 到 218 宗 投 诉 ( 附 录 五 (D)) 。 截 至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一日，205 宗个案已完成调查，调查结

果分类载于附录七 (C)。仍在调查中的个案尚有 13 宗。

6 .14 廉政公署一共收到 21 宗个案 (附录五 (E))。截至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一日，1 宗个案已完成调查，调查结果

分类载于附录七 (D)。仍在调查中的个案尚有 20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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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  检讨及建议

7 .1 选管会认为是次补选是在公开、公平及诚实的情

况下进行，满意整体的选举安排。按照一贯的做法，选

管会已就补选的选举程序及安排进行全面检讨，以期日

后的选举安排更臻完善。下文载述选管会的检讨结果及

相关建议。

(A)  选民前往错误的投票站

7 .2 在投票日，有数百名选民错误前往三个位于红磡

而位置相近的投票站，即爱培学校投票站 (编号：G2001)、

红磡市政大厦体育馆投票站 (编号： G2101)  及前法国国

际学校 (红磡校舍 )投票站 (编号： G2201)。

7 .3 由于是次补选相距于去年三月举行的二零一八年

立法会补选只有半年多，为方便选民投票，选举事务处

已尽量安排上述两次补选的投票站设置于同一场地，避

免因场地改变而令巿民前往错误的投票站。然而，能否

成功借用同一场地视乎有关场地的负责人是否同意借出

场地，或该场地在投票日是否已安排作其他活动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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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基于上述原则，选举事务处在是次补选成功再次

借用于二零一八年立法会补选用作投票站的红磡市政大

厦体育馆及前法国国际学校 (红磡校舍 )。由于选举事务处

未能借用另一个旧有投票站场地，于是借用了爱培学校

作为是次补选的投票站。对于上述场地改动，一些选民

因没有留意列明在投票通知卡上编配予他们的投票站有

所改变，因此前往错误的投票站。此外，上述三个投票

站的地理位置接近，亦是令选民产生误会而前往错误的

投票站的另一原因。  

7 .5  因应上述投票站的变动，选举事务处已于相关的

大型屋苑及投票站附近张贴告示，提醒有关选民获编配

的投票站的名称及地址，并增加投票站人手以协助选民

前往正确的投票站。  

7 .6  建议﹕选管会认为选举事务处日后在选举中应继

续努力借用一直沿用而合适的场地作投票站。然而，成

功与否，实在有赖各区场地管理机构的支持，借出场地

作选举之用。此外，选举事务处应在寄给选民的投票通

知卡上添加备注，提醒选民其获编配的投票站可能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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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选举所获编配的投票站不同，以避免因投票站改变而

前往错误的投票站。选举事务处亦应在选举宣传项目中，

加入提示信息，请选民必须留意投票通知卡上获编配的

投票站。  

(B)  候选人于禁止拉票区内进行拉票活动  

7 .7 在投票日早上，传媒报道有候选人 (“候选人甲 ”)

及其竞选团队在与石硖尾小区会堂投票站 (编号： F0401)

相邻的一间酒楼内拉票时，被投票站主任以酒楼位于禁

止拉票区范围内为由，要求候选人甲及其竞选团队离开。

该团队成员表示，该酒楼是私人地方，而他们已获酒楼

经营者同意可在内进行拉票活动。根据传媒的报道，当

时 另 一名 候 选人 (“候 选 人乙 ”)亦 同 时在 酒 楼内 进 行拉 票

活动，但投票站主任并没有要求候选人乙离开，有不公

之嫌。  

7 .8  根据《立法会选举程序规例》第 40 条，任何人不

得在禁止拉票区内进行拉票活动，包括展示或佩戴任何

宣传物品（经选举主任批准在指定展示位置展示的非流

动性选举广告除外）。就禁止拉票区内的楼宇而言，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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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可以在投票站所在的建筑物的任何楼层拉票，但可

以在事先得到有关管理机构批准的情况下，在禁止拉票

区内的其他楼宇内，高于或低于街道的楼层（即不包括

地面的楼层）进行拉票。根据《立法会选举程序规例》

第 41 条，在投票日，投票站主任必须尽最大努力确保没

有人在其投票站的禁止拉票区内，进行拉票活动。任何

人在该区内进行被禁止的拉票活动，一经发现，即会被

请离开。  

7 .9  根据选举事务处的调查，投票日当天早上，候选

人甲及其竞选团队手持宣传品、衣服上佩戴或贴上印有

该候选人编号的徽章，一行数人走进上述投票站禁止拉

票区内的一间酒楼进行拉票活动。该酒楼与投票站相邻，

有地面及一楼共两层。投票站主任在投票站收到相关投

诉后，便立即与一名助理投票站主任前往处理。投票站

主任首先劝喻数名正在酒楼门外展示宣传品的竞选团队

成员收起宣传品及停止拉票活动，然后进入该酒楼要求

正在地面楼层进行拉票活动的候选人甲及其竞选团队停

止有关活动。及后，上述人士离开该酒楼。有关的投票

站主任及助理投票站主任均确认当时没有收到关于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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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乙的投诉，亦没有察觉到候选人乙也在酒楼内进行拉

票活动。  

7 .10 其后，另一名助理投票站主任在响应传媒查询时，

不正确地表示禁止拉票区内不准许拉票活动的范围只包

括公众通道，如候选人取得私人物业使用者即该酒楼经

营者的批准，便可以进入酒楼进行拉票活动。  

7 .11 建议：根据《立法会选举程序规例》第 40 条，禁

止拉票区内所有楼宇的地面楼层严禁任何拉票活动（见

上文第 7.8 段）。由于涉事酒楼的地面楼层属禁止拉票的

范围，因此选管会认为投票站主任要求候选人甲及其竞

选团队停止在该酒楼的地面楼层进行拉票活动是根据相

关法例处理，做法恰当。由于投票站主任没有收到关于

候选人乙的投诉，亦不知悉他在现场，因而未能采取任

何行动。  

7 .12 在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举办的候选人简介会

上，选管会主席已向候选人讲解相关选举法例及《指引》

的主要条文，其中包括有关禁止拉票区的规定。选管会

建议选举事务处在「候选人资料册」加入提示，提醒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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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人 要 特 别 留 意 有 关 禁 止 拉 票 区 的 法 例 规 定 及 相 关 限

制。  

7 .13 正如上文第 4.4 段所述，选举事务处在选举前已

为所有投票站的工作人员提供培训，其中包括讲解有关

禁止拉票区的规定。选管会建议选举事务处在未来的选

举中，继续加强相关的训练，以提醒投票站工作人员须

留意有关禁止拉票区的法例规定及相关限制。  

(C)  印刷传媒的报道被指为选举广告  

7 .14  有 报 章 在 投 票 日 大 篇 幅 报 道 个 别 候 选 人 及 其 政

纲，更于部分地区免费派发，引起公众的关注。有舆论

质疑有关报章的报道为个别候选人作宣传，如同选举广

告，涉及的费用或需计入有关候选人的选举开支内。  

 

7 .15  根据《选举 (舞弊及非法行为 )条例》第 2 条，「选

举广告」是指为促使某候选人当选或阻碍其他候选人当

选的任何形式的发布，而「选举开支」是指候选人或代

表候选人的人士，于选举期间前、选举期间内或选举期

间后，为促使该候选人当选或阻碍其他候选人当选而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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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开支。选举开支的最高限额由法例规定，旨在将每

位候选人的选举开支规定在合理及平等的范围内。根据

《选举 (舞弊及非法行为 )条例》第 23 条，若任何人未获

候选人授权为其选举开支代理人，自行招致选举开支，

则属违法，可判处罚款 200,000 元及监禁 3 年 2。  

 

7 .16 另外，选管会发布的《指引》第 11.19 段列明，

印刷传媒在选举期间须确保其刊物内的任何新闻报道或

提述不会给予某候选人不公平的宣传，或导致公众认为

该报道或提述是为某候选人作出宣传。因此，出版人有

责 任 小 心 处 理 任 何 涉 及 选 举 或 候 选 人 的 新 闻 报 道 或 提

述，并应根据「公平及平等对待」的原则，确保不会优

待或亏待任何候选人。而且任何可促使或阻碍某候选人

在选举中当选的刊物（包括报章特刊或单张），不论免

费与否，均可被视为选举广告，可能在未获授权而招致

选举开支的情况下触犯《选举 (舞弊及非法行为 )条例》第

23 条的非法行为（见上文第 7.15 段）。  

                                                      
2 根据于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生效的《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23(1A)条，若有人（候
选人及选举开支代理人除外）在互联网发布选举广告，而该人就此招致的选举开支只属下述两
项或其中一项费用： 

 (i) 电费； 
 (ii) 连接互联网所需的费用； 
 则该人获豁免第 23(1)条的相关刑事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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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7 建议：选管会再次呼吁所有传媒特别留意《指引》

第 11.19 段所述，在选举期间须确保报道不会给予某候选

人不公平的宣传，或导致公众认为该报道为某候选人作

出宣传。任何可促使或阻碍某候选人在选举中当选的发

布（包括报章特刊或单张），均可被视为选举广告。因

此，所有传媒在选举期间要小心处理任何同选举及候选

人有关的报道，避免触犯选举广告和选举开支的法例。

选管会已将接到的相关投诉转交执法机关调查和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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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  鸣谢

8 .1 是次补选得以圆满结束，全赖各方热诚投入，通

力合作。

8 .2 选管会在是次补选得到以下政府决策局及部门鼎

力支持及协助，谨此致谢：

渔农自然护理署

医疗辅助队

民众安全服务队

土木工程拓展署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惩教署

香港海关

卫生署

律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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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务署

教育局

机电工程署

消防处

食物环境卫生署

政府飞行服务队

政府物流服务署

民政事务总署

香港天文台

香港警务处

香港邮政

房屋署

入境事务处

廉政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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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新闻处

地政总署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海事处

创新及科技局辖下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

公务员事务局辖下法定语文事务部

破产管理署

香港电台

社会福利署

运输署

8 .3 选管会感谢选举事务处，在是次补选各阶段中付

出的努力和贡献。

8 .4 选管会十分感谢担任选举主任、助理选举主任、

投票站主任、副投票站主任、助理投票站主任和投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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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票工作人员的政府人员，以及担任提名顾问委员会的

大律师。

8 .5 选管会亦感谢惩教署、警务处及其他执法机关为

选举事务处提供协助，安排在囚人士、遭还押或拘留的

已登记选民在投票日投票。

8 .6 传媒广泛报道是次补选，提高了选举的透明度，

选管会对此表示谢意。

8 .7 选管会谨向每一位前来投票的选民，以及在是次

补选期间提供支持或协助，确保选举法例和《指引》得到

遵从的人士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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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  结语

9 .1 在为本报告书定稿之际，选管会正筹备在本年三

月举行的油尖旺区议会大南选区补选。选管会将会继续

紧守使命，依法确保香港的公共选举公正廉洁。选管会

亦会继续尽力确保所有公共选举都在公开、公平和诚实

的情况下进行。选管会欢迎正面及有建设性的意见，以

改善日后的选举安排。

9 .2 选管会建议公开这份报告书，并由行政长官决定

公开时间，让公众得悉选管会如何进行和监督是次补选。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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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立法会

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

每小时投票人数统计

时间 (截至) 累积投票人数 累积投票率 (%) 

08:30 4 931 1.01% 

09:30 16 171 3.32% 

10:30 32 204 6.61% 

11:30 50 874 10.44% 

12:30 69 230 14.21% 

13:30 82 894 17.02% 

14:30 97 404 19.99% 

15:30 113 580 23.31% 

16:30 129 767 26.64% 

17:30 143 923 29.54% 

18:30 158 630 32.56% 

19:30 174 413 35.80% 

20:30 188 233 38.64% 

21:30 202 212 41.51% 

22:30 216 522 44.45% 

备注：统计投票人数只供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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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二

二零一八年立法会

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

于投票箱内不予点算的选票分析

无效选票的分项数字 不获接纳的问题选票的分项数字

总 数

(1) (2) (3) (4) (5) ( 6) (7) ( 8) 注 一 

批注「重复」及

「TENDERED」

字样的选票

未经  

填划的  

选票  

没有使用  
于投票站  

提供的  

印章填划  

的选票

投选多于
一名候选
人名单的    

选票

在选票上
有文字或  

记认而可  

能藉此识

别选民身  

分的选票

相当残破  
的选票  

因无明确  
选择而无  
效的选票  

没有使用  
于投票站  
提供的印  
章填划的  

选票  

3 718 68 472 35 1 234 19 1 550 

注一: 根据《立法会选举程序规例》第75(7)(a)(ii)条，如选票看似没有按照第55(2)条的要求以盖上印章的方式填划，使在选票上与选民所选择的候选人名单相
对的圆圈内出现单一个“✓＂号，则属问题选票，须由投票站主任决定应否点算。在对该选票作出决定时，如投票站主任认为该选票没有使用投票站提
供的印章来填划，须根据第80(1)(ha)条决定该选票不予点算。



45 附录三

二零一八年立法会

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

由投票站主任保管的无效选票分析 

选票数目

(a)  批注「损坏」及「SPOILT」字样的选票 154 

(b) 批注「未用」及「UNUSED」字样的选票 5 

总数 159 



46 附录四

二零一八年立法会

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

选举结果

候选人编号 候选人姓名 所得票数 选举结果

1 伍廸希 1 650 

2 曾丽文 1 307 

3 李卓人 93 047 

4 冯检基 12 509 

5 陈凯欣 106 457 当选



附录五(A) 47 

二零一八年立法会 

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 

在处理投诉期内直接从公众人士收到的投诉个案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日至二零一九年一月九日) 

性质 

接获投诉的部门／机构／人员 
个案 

总数 
选举 

管理 

委员会 

选举 

主任 
警方 廉政 

公署 

投票站 

主任 

1 选举广告 133 161 2 - - 296 
2 在私人楼宇进行竞选活动 28 32 - - 5 65 
3 投票资格 3 - - - 6 9 
4 投票站的分配／指定 - - - - 1 1 
5 虚假陈述 4 3 1 5 - 13 
6 作出虚假的支持声称 1 - - - - 1 

7 
舞弊／贿赂／款待／施加不
适当的影响／胁迫 

6 - - 9 - 15 

8 冒充他人投票 1 - 1 - 1 3 

9 
使用扬声器／广播车辆／电
话拉票／其他活动对选民造
成滋扰 

32 40 188 - 3 263 

10 个人资料私隐 10 6 - - 2 18 
11 投票安排 4 1 - - 2 7 

12 
在禁止拉票区／禁止逗留区 
进行非法拉票活动 

4 13 - - 4 21 

13 进行票站调查 2 1 - - - 3 
14 投诉选举主任或其职员 1 - - - - 1 
15 投诉投票站人员 8 - - - 5 13 
16 选举开支 6 - - 4 - 10 
17 虚假选民登记 - - 2 - - 2 

18 传媒给予不公平及不平等报 
道 

4 - - - - 4 

19 刑事毁坏 - - 2 - - 2 

20 争执 - - 11 - - 11 

21 其他 5 - 7 - 3 15 

总数 252 257 214 18 32 773 



 
48 附录五(B) 

二零一八年立法会 

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 

由选举管理委员会接获的投诉个案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日至二零一九年一月九日) 

性质 
直接从公众  

人士收到的  

投诉个案数目 

经其他政府部门

／机构／人员 

转介的个案数目 

个案 

总数 

1 选举广告 133 - 133 
2 在私人楼宇进行竞选活动 28 3 31 
3 投票资格 3 6 9 
4 投票站的分配／指定 - 1 1 
5 虚假陈述 4 - 4 
6 作出虚假的支持声称 1 - 1 

7 舞弊／贿赂／款待／施加不适当的影
响／胁迫 6 - 6 

8 冒充他人投票 1 1 2 

9 使用扬声器／广播车辆／电话拉票／
其他活动对选民造成滋扰 32 2 34 

10 个人资料私隐 10 2 12 
11 投票安排 4 2 6 

12 在禁止拉票区／禁止逗留区进行非法
拉票活动 4 3 7 

13 进行票站调查 2 - 2 
14 投诉选举主任或其职员 1 - 1 
15 投诉投票站人员 8 2 10 
16 选举开支 6 1 7 
17 传媒给予不公平及不平等报道 4 - 4 
18 其他 5 2 7 

总数 252 25 277 



 
附录五(C) 49

二零一八年立法会 

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 

由选举主任接获的投诉个案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日至二零一九年一月九日) 

性质 

直接从公众 

人士收到的  

投诉个案数目 

经其他政府部门 

／机构／人员 

转介的个案数目 

个案 

总数 

1 选举广告 161 147 308 
2 在私人楼宇进行竞选活动 32 30 62 
3 虚假陈述 3 - 3 

4 使用扬声器／广播车辆／电话拉票／
其他活动对选民造成滋扰 40 16 56 

5 个人资料私隐 6 - 6 
6 投票安排 1 - 1 

7 在禁止拉票区／禁止逗留区进行非法
拉票活动 13 1 14 

8 进行票站调查 1 - 1 
9 投诉选举主任或其职员 - 1 1 

总数 257 195 452 



附录五(D) 50

二零一八年立法会 

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 

由警方接获的投诉个案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日至二零一九年一月九日) 

性质 

直接从公众 

人士收到的 

投诉个案数目 

经其他政府部门 

／机构／人员 

转介的个案数目 

个案 

总数 

1 选举广告(盗窃／遗失／违反选举规
例或指引) 2 4 6 

2 刑事毁坏 2 - 2 
3 争执 11 - 11 
4 噪音滋扰 142 - 142 
5 其他滋扰 46 - 46 
6 虚假陈述 1 - 1 
7 虚假选民登记 2 - 2 
8 冒充他人投票 1 - 1 
9 其他 7 - 7 

总数 214 4 218 



附录五(E) 51

二零一八年立法会 

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  

由廉政公署接获的投诉个案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日至二零一九年一月九日) 

性质 
直接从公众  

人士收到的  

投诉个案数目 

经其他政府部门 

／机构／人员 

转介的个案数目 

个案 

总数 

1 与候选人参选有关的胁迫行为 1 - 1 
2 与投票有关的贿赂行为 7 - 7 
3 未获授权招致选举开支 4 - 4 
4 关于候选人的虚假陈述 5 2 7 
5 作出虚假的支持声称 - 1 1 
6 代理人的贪污交易 1 - 1 

总数 18 3 21 



52 附录五(F) 

二零一八年立法会 

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 

由投票站主任接获的投诉个案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性质 
直接从公众人士收到的 

投诉个案数目 

1 在私人楼宇进行竞选活动 5 
2 投票资格 6 
3 投票站的分配／指定 1 
4 冒充他人投票 1 

5 使用扬声器／广播车辆／电话拉票／其他活动
对选民造成滋扰 3 

6 个人资料私隐 2 
7 投票安排 2 
8 在禁止拉票区／禁止逗留区进行非法拉票活动 4 
9 投诉投票站人员 5 
10 其他 3 

总数 32 



53  
附录六(A) 

二零一八年立法会 

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 

在投票日直接从公众人士收到的投诉个案 

性质 

接获投诉的部门／机构／人员 

个案 

总数 

选举 

管理 

委员会 

选举 

主任 
警方 

廉政 

公署 

投票站 

主任 

1 选举广告 32 89 1 - - 122 
2 在私人楼宇进行竞选活动 12 25 - - 5 42 
3 投票资格 3 - - - 6 9 
4 虚假陈述 1 - - - - 1 
5 投票站的分配／指定 - - - - 1 1 

6 舞弊／贿赂／款待／施加
不适当的影响／胁迫 2 - - 1 - 3 

7 冒充他人投票 1 - 1 - 1 3 

8 
使用扬声器／广播车辆／
电话拉票／其他活动对 
选民造成滋扰 

17 36 139 - 3 195 

9 个人资料私隐 7 5 - - 2 14 
10 投票安排 3 1 - - 2 6 

11 在禁止拉票区／禁止逗留
区进行非法拉票活动 4 13 - - 4 21 

12 进行票站调查 2 1 - - - 3 
13 投诉选举主任或其职员 1 - - - - 1 
14 投诉投票站人员 3 - - - 5 8 
15 选举开支 1 - - 1 - 2 

16 传媒给予不公平及不平等
报 1 - - - - 1 

17 争执 - - 9 - - 9 
18 其他 1 - 3 - 3 7 

总数 91 170 153 2 32 448 



54  附录六(B) 

二零一八年立法会 

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 

在投票日由选举管理委员会接获的投诉个案 

性质 

直接从公众 

人士收到的 

投诉个案数目 

经其他政府部门 

／机构／人员 

转介的个案数目 

个案 

总数 

1 选举广告 32 - 32 

2 在私人楼宇进行竞选活动 12 - 12 

3 投票资格 3 - 3 
4 虚假陈述 1 - 1 

5 
舞弊／贿赂／款待／施加不适当的 

影响／胁迫 2 - 2 

6 冒充他人投票 1 - 1 

7 
使用扬声器／广播车辆／电话拉票 

／其他活动对选民造成滋扰 
17 1 18 

8 个人资料私隐 7 - 7 
9 投票安排 3 - 3 

10 在禁止拉票区／禁止逗留区进行非
法拉票活动 4 - 4 

11 进行票站调查 2 - 2 
12 投诉选举主任或其职员 1 - 1 
13 投诉投票站人员 3 - 3 
14 选举开支 1 - 1 
15 传媒给予不公平及不平等报道 1 - 1 
16 其他 1 - 1 

总数 91 1 92 



55  附录六(C) 

二零一八年立法会 

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 

在投票日由选举主任接获的投诉个案 

性质 

直接从公众 

人士收到的 

投诉个案数目 

经其他政府部门 

／机构／人员 

转介的个案数目 

个案 

总数 

1 选举广告 89 35 124 
2 在私人楼宇进行竞选活动 25 10 35 

3 
使用扬声器／广播车辆／电话拉票
／其他活动对选民造成滋扰 36 9 45 

4 个人资料私隐 5 - 5 
5 投票安排 1 - 1 

6 
在禁止拉票区／禁止逗留区进行非
法拉票活动 13 1 14 

7 进行票站调查 1 - 1 
8 投诉选举主任或其职员 - 1 1 

总数 170 56 226 



56  附录六(D) 

二零一八年立法会 

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 

在投票日由警方接获的投诉个案 

性质 

直接从公众 

人士收到的 

投诉个案数目 

经其他政府部门 

／机构／人员 

转介的个案数目 

个案 

总数 

1 选举广告(盗窃／遗失／违反选举规
例或指引) 1 - 1 

2 争执 9 - 9 
3 噪音滋扰 105 - 105 
4 其他滋扰 34 - 34 
5 冒充他人投票 1 - 1 
6 其他 3 - 3 

总数 153 - 153 



57  附录六(E) 

二零一八年立法会 

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 

在投票日由廉政公署接获的投诉个案 

性质 

直接从公众 

人士收到的 

投诉个案数目 

经其他政府部门 

／机构／人员 

转介的个案数目 

个案 

总数 

1 与投票有关的贿赂行为 1 - 1 
2 未获授权招致选举开支 1 - 1 

总数 2 - 2 



58  附录六(F) 

二零一八年立法会 

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  

在投票日由投票站主任接获的投诉个案 

性质 
直接从公众人士收到的 

投诉个案数目 

1 在私人楼宇进行竞选活动 5 
2 投票资格 6 
3 投票站的分配／指定 1 
4 冒充他人投票 1 

5 使用扬声器／广播车辆／电话拉票／其他活动对选
民造成滋扰 3 

6 个人资料私隐 2 
7 投票安排 2 

8 在禁止拉票区／禁止逗留区进行 
非法拉票活动 4 

9 投诉投票站人员 5 
10 其他 3 

总数 32 



59 附录七(A) 

二零一八年立法会 

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 

经由选举管理委员会调查的投诉个案结果 

(截至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一日) 

性质 

结果 
个案 

总数 
仍在 

调查中 

调查完成 

撤回 
无须 

跟进 

已作 

转介 不成立 
部分 

成立 成立 

1 选举广告 1 1 2 129 - - - 133 

2 在私人楼宇进行竞选
活动 1 1 3 26 - - - 31 

3 投票资格 2 1 5 - 1 - - 9 
4 投票站的分配／指定 1 - - - - - - 1 
5 虚假陈述 2 - 1 1 - - - 4 
6 作出虚假的支持声称 - - - 1 - - - 1 

7 
舞弊／贿赂／款待／
施加不适当的影响／
胁迫 

2 - 4 - - - - 6 

8 冒充他人投票 2 - - - - - - 2 

9 

使用扬声器／广播车
辆／电话拉票／其他
活动对选民造成滋扰 

1 - 19 12 2 - - 34 

10 个人资料私隐 2 - 8 2 - - - 12 
11 投票安排 3 - 2 - 1 - - 6 

12 
在禁止拉票区／禁止
逗留区进行非法拉票
活动 

3 - 2 1 1 - - 7 

13 进行票站调查 2 - - - - - - 2 

14 投诉选举主任或其职
员 - - - 1 - - - 1 

15 投诉投票站人员 9 - 1 - - - - 10 
16 选举开支 1 - 4 2 - - - 7 

17 传媒给予不公平及不
平等报道 3 1 - - - - - 4 

18 其他 2 - 5 - - - - 7 
总数 37 4 56 175 5 - - 277 



60 附录七(B) 

二零一八年立法会 

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 

经由选举主任调查的投诉个案结果 

(截至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一日) 

性质 

结果 

个案 

总数 仍在 

调查中 

调查完成 

撤回 
无须 

跟进 
已作 

转介 不成立 
部分 

成立 成立 

1 选举广告 12 1 5 6 86 9 189 308 

2 
在私人楼宇进行竞选 

活动 4 1 9 16 23 1 8 62 

3 虚假陈述 1 - - 2 - - - 3 

4 
使用扬声器／广播车 
辆／电话拉票／其他 
活动对选民造成滋扰 

2 - 14 4 24 - 12 56 

5 个人资料私隐 - - 5 1 - - - 6 
6 投票安排 - - - - 1 - - 1 

7 
在禁止拉票区／禁止 
逗留区进行非法拉票 
活动 

- - - 1 11 1 1 14 

8 进行票站调查 - - 1 - - - - 1 

9 投诉选举主任或其职
员 - - 1 - - - - 1 

总数 19 2 35 30 145 11 210 452 



 
附录七(C) 61 

二零一八年立法会 

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 

经由警方调查的投诉个案结果 

(截至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一日) 

性质 

结果 

个案 

总数 仍在 

调查中 

调查完成 

已作 

转介 不成立 
无须 

跟进 
只须记 

录在案 
被拘捕 当场 

被警告 已释放 被检控 

1 

选举广告(盗
窃／遗失／违
反选举规例或
指引) 

5 - - 1 - - - - 6 

2 刑事毁坏 1 - - 1 - - - - 2 
3 争执 - - - 11 - - - - 11 
4 噪音滋扰 - - - 142 - - - - 142 
5 其他滋扰 - - - 45 - - - 1 46 
6 虚假陈述 1 - - - - - - - 1 
7 虚假选民登记 2 - - - - - - - 2 
8 冒充他人投票 1 - - - - - - - 1 
9 其他 3 - - 4 - - - - 7 

总数 13 - - 204 - - - 1 218 



附录七(D) 6062 

二零一八年立法会 

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 

经由廉政公署调查的投诉个案结果 

(截至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一日) 

条文 性质 

结果 
个案 

总数 仍在 

调查中 

调查完成 

已作 

转介 不成立 
尚待法 

律意见 
无须 

跟进 警告 警诫 

(I) 涉及《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的罪行 

第8条 
与候选人参选有关 
的胁迫行为 

1 - - - - - - 1 

第 11条 
与投票有关的贿 

赂行为 
7 - - - - - - 7 

第 23条 
未获授权招致选 

举开支 
4 - - - - - - 4 

第 26条 
关于候选人的虚 

假陈述 
6 - - - 1 - - 7 

第 27条 
作出虚假的支持 

声称 
1 - - - - - - 1 

(II) 涉及《防止贿赂条例》的罪行 

第9条 代理人的贪污交易 1 - - - - - - 1 

总数 20 - - - 1 - - 21 


	封面
	选举管理委员会致行政长官信函
	简称
	目录
	第一章 — 前言
	第二章 — 委任及提名
	第三章 — 投票前的筹备工作
	第四章 — 投票
	第五章 — 点票
	第六章 — 投诉
	第七章 — 检讨及建议
	第八章 — 鸣谢
	第九章 — 结语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附录四
	附录五(A)
	附录五(B) 
	附录五(C) 
	附录五(D) 
	附录五(E) 
	附录五(F) 
	附录六(A) 
	附录六(B) 
	附录六(C) 
	附录六(D) 
	附录六(E) 
	附录六(F) 
	附录七(A)
	附录七(B)
	附录七(C)
	附录七(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