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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  引言  

背景  

1.1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按照《村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第 21 條的規定，在二零零七年舉行一般選舉後，於二零零八年一

月六日舉行第二輪村代表補選，以選出 7 名村代表，分別填補 1 個居

民代表及 6 個原居民代表的空缺，涉及的鄉村共 7 條。進行是次補選

的原因見下文第 1.3 段。  

1.2 根據選管會在二零零四年三月《村代表補選報告書》中的

建議，村代表補選應安排在每年的四月／五月及十一月／十二月期間

分兩次舉行，除非情況特殊才偏離預定時間表。第二輪補選原定在二

零零七年年底進行。不過，鑑於二零零七年區議會選舉在二零零七年

十一月舉行，考慮到人手有限，同時為免令公眾感到混淆，遂把第二

輪村代表補選押後至二零零八年一月六日舉行。  

空缺  

1.3 在二零零七年五月舉行的第一輪村代表補選結束後，共出

現了 7個空缺，包括 7條鄉村的 1個居民代表及 6個原居民代表席位。

這些空缺可歸入以下三種類別：  

(a) 2 個空缺  —  2 條鄉村的 2 個原居民代表空缺。由於當選的

村代表辭職，因而出現空缺；  

(b) 4 個空缺  — 包括 4 條鄉村的 1 個居民代表及 3 個原居民

代表空缺。由於當選的居民代表及原居民代表去世，因而

出現空缺；以及  

(c) 1 個空缺  — 新圍仔村的 1 個原居民代表空缺。由於二零

零七年五月為填補該空缺而舉行的村代表補選未能完成，

因而出現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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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是次補選涉及新界 4 個地區，即葵青、西貢、沙田及大埔。

附錄一載錄空缺的詳情及在憲報公布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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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  委任  

投票日期和提名期  

2.1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根據《選舉程序 (村代表選舉)規例》(第

541L 章)第 6 條，在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憲報刊登公告，指

定二零零八年一月六日為補選的投票日，以及由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起至十二月十二止(首尾兩天包括在內)為提名期。是次補選的

目的，是為 7 條鄉村選出候選人，以填補 1 個居民代表和 6 個原居民

代表的空缺。附錄二載錄須選出的居民代表及原居民代表按地區劃分

的數字。  

委任選舉主任、助理選舉主任和助理選舉主任 (法律) 

2.2 選管會根據《村代表選舉條例》第 54 條，委任新界 4 個民

政事務處的民政事務專員為選舉主任，另從他們屬下的職員中委任 4

名為助理選舉主任，以及委任 1 名高級政府律師為助理選舉主任(法

律)。有關委任選舉主任的公告，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刊

登憲報。選舉主任和助理選舉主任的名單載於附錄三。  

向選舉主任和助理選舉主任派發工作手冊  

2.3 由於選舉主任和助理選舉主任熟悉選舉安排，因此無需為

他們舉行簡介會。不過，為使所有相關人士均熟悉補選的規則和運

作，民政事務總署製備工作手冊，分發予各選舉主任／助理選舉主

任，以及投票站和點票站工作人員，以供參考。  

投票站及點票站工作人員訓練班  

2.4 是次補選的投票站和點票站工作人員由民政事務總署派員

出任。該署在二零零八年一月四日，為所有在投票站、點票站和指揮

中心當值的工作人員舉辦訓練班，讓他們熟習有關規例和運作程序，

以及了解各自所負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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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  宣傳工作  

3.1 在整個選舉期間，村代表補選的資料均上載選管會及民政

事務總署的網頁，供候選人、選民及公眾參考。補選的主要事項(如

提名期及投票日期)亦透過發出新聞稿公布周知。這些措施有助提高

補選的透明度和公眾對補選的關注。  

3.2 除上文第 3.1 段所述的宣傳措施外，民政事務總署亦在本

地報章刊登廣告，邀請有關鄉村的村民提名候選人參與補選。有此安

排，是因應選管會在二零零六年一月《村代表補選報告書》中建議，

民政事務總署應加強宣傳，鼓勵更多村民參與村代表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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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  候選人提名  

提名期 

4.1 提名期由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開始至十二月十二日

結束。候選人親身向有關選舉主任遞交提名表格。在提名截止時，各

選舉主任共接獲 8 份提名表格。  

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  

提名有效與否  

4.2 選舉主任審核提名表格後，裁定該 8 份提名全為有效。在

8 名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中，參加居民代表選舉的有 1 人，原居民代

表選舉的有 7 人。  

無須競逐的選舉  

4.3 選舉主任審核所有提名表格後，確定並宣布 6 名候選人自

動當選(其中 1 名參與居民代表選舉，而另外 5 名參與原居民代表選

舉)，原因是這些鄉村每村只有 1 份有效的提名。自動當選的候選人

名單已在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刊登憲報，現載於附錄四。 

須競逐的選舉  

4.4 由於有 1 條原居鄉村獲有效提名候選人的數目，多於所須

選出的原居民代表  (即 2 名候選人競逐 1 個席位)，故這條鄉村(即沙

田區的銅鑼灣村)須在二零零八年一月六日進行投票。獲有效提名但須

競逐選舉的候選人姓名和有關資料，已在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刊登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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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候選人舉行的簡介會  

4.5 銅鑼灣村的其中 1 名候選人 (即是次補選唯一須競逐的鄉

村)，出席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在灣仔修頓中心民政事務總署

會議室舉行的簡介會。簡介會由選管會主席主持，出席的還有民政事

務總署助理署長、廉政公署和律政司的代表，以及選舉事務處的總選

舉事務主任。  

4.6 選管會主席向候選人簡介選舉法例及指引的主要條文和選

舉安排，並回答候選人的提問。  

4.7 簡介會舉行前，選舉主任進行抽籤，以分配候選人編號和

供候選人展示選舉廣告的指定位置。  



 7 

第五節  — 投票  

投票日期及投票時間  

5.1 銅鑼灣原居鄉村的投票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六日 (星期日)舉

行，此乃是次補選唯一須競逐的選舉。投票時間為正午十二時至晚上

七時，與二零零七年的一般選舉相同。  

應變計劃 

5.2 為應付因任何未能預見的情況，而令投票因某種原因 (例如

惡劣天氣) 不能在指定投票站順利進行，除原定的投票站外，民政事

務總署也為該條須競逐的鄉村安排了額外投票站。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刊登憲報，公布所有投票站及點票站

的地點。這些地點在緊接投票日後的星期日(即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三

日的後備日)亦預留作同一用途。關於在投票日遇到緊急事故或惡劣

天氣下的安排，已寫入選舉主任及助理選舉主任工作手冊，以及投票

站及點票站工作人員工作手冊內，供有關人員參考。  

後勤安排 

5.3 在投票日，指定投票站如期開放運作。投票日天氣良好，

並無突發事件妨礙選舉進行，因此無須使用額外投票站。設於修頓中

心民政事務總署總部的中央指揮中心，負責在投票日監督投票站和點

票站及地區指揮中心的運作，以及協調所有相關單位的聯絡及發放資

訊工作。  

5.4 選舉事務處在海港中心的總部設立了投訴中心，由選管會

秘書處投訴組人員當值，負責接收及處理市民在投票時間內提出的投

訴。  

5.5 廉政公署及警方亦派員在投票日當值處理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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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選民的簡介單張及投票通知書  

5.6 民政事務總署印製了候選人簡介單張，為已登記的選民提

供候選人的相關個人資料、政綱和照片，讓他們在投票日作出投票抉

擇時有所根據。除了那些没有為印製簡介單張提供資料的候選人外，

民政事務總署為所有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印製了簡介單張。  

5.7 在投票日前 10 多天，民政事務總署向各有關選民寄發投票

通知書，並夾附了相關候選人的簡介單張，通知他們投票的日期、時

間和投票站地點。至於因候選人無須競逐而自動當選的鄉村，也向選

民寄發通知書，告知他們無須前往投票站投票。  

5.8 選民亦獲派發由廉政公署製作的小冊子，宣揚廉潔選舉。  

投票率 

5.9 上述須競逐的鄉村共有 97 名已登記選民，其中 75 名選民

(即大約 77.32%)於投票日前往投票。按時段劃分的投票率分項詳情載

於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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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  點票  

點票站 

6.1 是次補選有 1 個點票站，點票工作由選舉主任監督。點票

站及投票站設於同一座建築物，點票站就在投票站旁邊。  

點票方法 

6.2 由於該條鄉村只有 1 個空缺，所以採用人手點票方法。  

點票安排 

6.3 投票結束後，投票箱即由投票站運往點票站進行點票。投

票箱約在晚上七時零五分送抵點票站，選舉主任隨即開啟投票箱及倒

出選票，開始點算。  

6.4 候選人、其代理人和公眾人士均可在場觀看點票過程。  

6.5 一如上次(二零零七年五月)補選的安排，有關人員按選票

結算表核實選票的數目時，便立即分辨問題選票，而非留待按選票上

填劃的選擇計算票數時，才分辨問題選票。此舉節省了一個工序，縮

短了點算時間。  

6.6 由於是次補選並未發現問題選票，亦没有須交由投票站主

任保管的無效選票(即損壞或未用的選票)，點票工作人員隨後按填劃

在選票上的選擇，把選票分放入不同的透明膠箱，然後開始點算各候

選人所得的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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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結果 

6.7 完成點票後，選舉主任約在晚上七時十五分，於點票站宣

布選舉結果。是次須競逐選舉的結果，在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一日出版

的憲報公告中公布。  

6.8 所有當選者和落選者的名單 (包括無須競逐而當選的候選

人)詳列於附錄六(A)及(B)。  

選管會的巡視 

6.9 選管會於投票日下午巡視了投票站，並在點票站觀看點票

工作。他們認為在投票站及點票站實施的投票及點票安排大致上令人

滿意。  

6.10 署理民政事務總署副署長亦會同選管會，在投票日巡視投

票站及點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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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  投訴  

處理投訴期 

7.1 處理投訴期由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 (即提名期開

始當日 )至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日止 (即二零零八年一月六日的投票

日後起計 45 天)。  

處理投訴的單位  

7.2 協助選管會處理投訴的單位，包括選管會秘書處的投訴處

理組、選舉主任、警方、廉政公署，在投票日當天亦包括投票站主任。 

7.3 選管會秘書處投訴處理組負責統籌，收集整理來自其他單

位的投訴統計資料，並在處理投訴期內每星期編製一份綜合報告，給

選管會參考。  

投訴的數目及性質  

7.4 在處理投訴期結束時，廉政公署和警方共接獲 2 宗投訴，1

宗與候選人的資格有關，另 1 宗則與噪音滋擾有關。投票日當天並没

有收到任何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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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  檢討及建議  

8.1 是次村代表補選是繼二零零七年的第二屆一般選舉之後，

在選管會監察下舉行的第二輪村代表補選。經仔細檢討是次補選的籌

備工作後，選管會認為有關選舉大致運作暢順，堅守公平、公開及誠

實的原則。選管會在是次補選的觀察所得，以及在檢討後所提的建

議，載於下文第 8.2 至 8.5 段。  

投票及點票安排  

8.2 選管會注意到，是次補選的投票站與點票站設於同一座建

築物，點票站就在投票站旁邊。儘管地方不算寬敞，但點票站貼近投

票站，可加快點票過程，工作更見成效。點票程序在晚上七時零五分

投票結束後旋即展開，選舉結果很快便在晚上七時十五分左右公布。 

8.3 建議  : 為日後的選舉挑選投票站和點票站地點時，可考慮

採用與是次補選類似的安排，即物色面積合用，投票站和點票站相距

不遠的地方。這樣既可縮短投票箱從投票站運往點票站的時間，也可

避免在運送途中出現問題，讓點票工作及早開始和完成。  

宣傳安排 

8.4 選管會欣悉為民政事務總署加強宣傳是次補選，在本地報

章刊登廣告，邀請村民提名候選人參與補選。結果，是次補選的 7 個

空缺共接獲 8 份提名，即每條鄉村至少有 1 名候選人參與補選。與先

前各輪補選比較，是次補選的參與率有所提升。  

8.5 建議  : 選管會建議民政事務總署繼續努力，通過加強宣傳

及其他適當措施，鼓勵村民參與村代表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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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  鳴謝  

9.1 選管會謹向負責舉行補選的民政事務總署致謝，尤其是擔

任選舉主任、助理選舉主任、投票及點票的工作人員。此外，選管會

由衷感謝為是次補選提供協助的各政府部門，包括為是次補選草擬報

告書、安排選管會巡視及統籌投訴處理事宜的選舉事務處。當然還要

感謝在是次補選期間，克盡厥職維護法紀的警務人員。  

9.2 最後，選管會謹向前往投票站投票的選民，以及恪守選舉

法例和指引的人士一併致以衷心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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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  未來工作  

10.1 民政事務總署正籌劃在二零零八年五月舉行另一輪補選，

以選出村代表，填補是次補選後出現及可能出現的空缺。  

10.2 選管會建議在行政長官認為適當的時候發表本報告，以貫

徹選舉具透明度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