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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角色及选举活动指引  

1 .  根据《选举管理委员会条例》 (第 541 章 ) (“《选管会
条例》” )，选举管理委员会 (“选管会” )是一个公正、独立和
非政治性的组织，按选举法例筹备和监督公共选举，并会致力

按公开、公正和诚实的原则举办公共选举。选管会虽然负责制

订选举程序的附属法例、选举活动指引及有关实务安排，但并

非政府一部分。选管会一向不制订选举政策或作任何政治考

虑，而是以有关安排是否符合法例、切实可行、有利选举的畅

顺运作为依归。《选管会条例》规定，选管会就乡郊代表选举

须透过民政事务总署署长执行其职能。民政事务总署乃选管

会就乡郊代表选举的执行部门，除了负责为该选举作出实务

安排，亦就各项选举安排的可行性向选管会提供意见。  

2 .  本港所有的选举安排，由相关的主体法例和附属法例

规管，选管会须严格按照现行法例的规定，作出选举安排及监

督选举的进行。在现行制度下，涉及选举政策和制度的事宜，

属行政机关的职权，而立法机关则负责制订以及修订主体法

例。另一方面，选管会则负责按照主体法例中订下的原则和规

定，制订各项所需的附属法例，列明各项选举的详细选举程

序，其行事不能超越主体法例所赋予的权力。选管会在有需要

时会从执行和操作的角度提出意见，供政府参考。按现行安

排，选举主体法例的任何制订和修改，须由政府提交法案予立

法会审议通过；而附属法例亦须由政府提交立法会，按“先订

立、后审议”的程序处理。  

3 .  法例授权选管会发出选举活动指引。选举活动指引并

非法例，而它涵盖以下两个层面：(一 )以简单语言阐述现行选
举法例条文，以提醒候选人及其他相关人士选举法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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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要求。选管会并非法庭，无权就法律条文的争议作出司法诠

释；以及 (二 )就法例未有涵盖而与选举有关的活动，以公平及
平等的原则，订立行为守则。  

法例的层面  

4 .  就有关法例层面的部分，所有法律条文均由立法机关

制订，指引只是按照选举法例下的相关条文，用简单语言加以

阐述，并在适用的情况下列举例子指出最良好的做法。  

5 .  为了确保选举公平，选举法例最重要的原则，是保障投

票的自主及保密性。选民须亲自在划票间填划选票，及毋须透

露他们的投票意向。任何人不得用武力、威逼、胁迫、利诱、

欺骗手段或妨碍行为等舞弊行为，或作出针对候选人的失实

陈述的非法行为，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否则即属触犯刑事罪

行。此外，任何人要求选民必须透露投票意向，亦属触犯刑事

罪行。无论如何，投票选择最终由选民在保密情况下自行决

定。在不涉及任何舞弊及非法行为的情况下，选民大可讨论他

们的投票意向。  

6 .  法例的重点之一，是为选举开支定出最高限额。设定选

举开支的最高限额，是确保候选人在合理规范的开支水平内，

公平竞争。法例规定，选举开支是指促使或阻碍某候选人当选

之支出，而候选人的定义是指在某项选举中接受提名为候选

人的人，并包括在提名期结束前公开宣布有意参选的人士，而

公开有意参选是法律问题，要以实质事实证据及意图判断，不

能单凭表面说法一概而论。候选人如招致超逾规定最高限额

的选举开支，即属触犯刑事罪行。因此，候选人须根据法例的

要求在选举结束后提交选举申报书，严谨地申报其所招致的

所有选举开支，否则即属违法。  

7 .  为了有效规管选举开支上限，法例亦规定只有候选人

及其授权的选举开支代理人才可招致选举开支，其他未获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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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士，不论是为促使或阻碍某候选人当选，不可以招致选举

开支，否则属触犯刑事罪行。不过，就互联网上的言论，即使

因为促使或阻碍某候选人当选而构成选举广告，若发布者属

第三者 (即候选人及选举开支代理人以外的人士 )而所招致的
选举开支只属电费和／或连接互联网所需的费用，可获豁免

相关刑事责任。但是，若发布者是候选人或其选举开支代理

人，则不会获得豁免，因此他们必须申报所有选举开支 (即包
括涉及网上及其他媒体的选举开支 )。  

8 .  选举广告历来是选举开支很重要的部分，因此有需要

规管选举广告的发布，以计算选举开支。虽然选举广告受到规

管，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及选举资讯流通这些首要原则必须

得以确保。在考虑某些陈述是否属于选举广告及涉及选举开

支，必须要顾及整体环境及证据，包括该些陈述的性质、涉及

的开支及有关促使或阻碍某候选人当选的意图。  

9 .  由于选管会并非执法机关，若投诉涉及罪行，选管会会

转介执法机关跟进调查。至于法律或事实上的争议，最终要由

法庭裁决。  

10 .  选管会务求就遵守选举法例作出原则性说明。然而，选

管会并非候选人的法律顾问，任何人就个别事宜有任何疑问，

应征询独立的法律意见。  

行为守则  

11 .  除了选举法例外，选管会亦颁布以公平及平等原则订

立的选举活动指引。然而，选管会所订立的选举活动指引并无

法律约束力，违反指引并不构成法律罪行，但选管会在有需要

时，可以公开声明作出谴责，让选民及大众知悉选举中发生的

重要事情。公平及平等原则其中重要的体现是对公共资源的

运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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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指引就政府土地、楼宇及街道划出的指定选举广告位

置定出公平及平等分配的做法；  

( b )  持牌电台及电视台、注册报刊应奉行公平及平等对待

各候选人的原则；  

( c )  大厦管理组织、业主立案法团及居民互助组织应以公

平及平等原则处理各候选人在其管理的公用地方展

示选举广告及进行选举宣传的申请；以及  

( d )  候选人不可运用公共资源作竞选用途。  

以上 ( c )项所述的有关管理组织在处理候选人的申请时应该一
视同仁。若管理组织决定容许个别候选人在其管理的公用地

方内进行竞选活动，则亦应容许同一乡郊地区的其他候选人

这样做 (个别候选人可选择是否提出同样申请 )；反之，若管理
组织决定拒绝个别候选人的申请，则亦应拒绝同一乡郊地区

的其他候选人同样的申请。然而，就涉及私人产业的选举活动

或广告则不在此限。  

12 .  需要注意的是，香港是个多元社会，不同群体有不同的

诉求，对于某件事情是否公平，很多时会存在矛盾意见。要求

绝对公平当然最理想，但往往未必可行。底线是要防止出现严

重及关键性的不公平。  

13 .  选管会会严肃处理违反选举指引公平及平等原则的投

诉。调查程序必须实事求是，符合程序公义原则。当事人必须

获给予申辩机会，而选管会在充分考虑一切相关情况后才作

出决定。若有关行为没有违反法律，选管会在考虑该行为是否

有欠公平时，必须谨慎考虑所有相关事项和情况，不能轻易作

出判断。此外，虽然投诉很多时会在临近投票日前出现，但选

管会不能因时间紧迫而省略或压缩既定程序，以免引起不公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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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若投诉成立，选管会在有需要时，可以发出公开声明作

出谴责，让选民及大众知悉选举中发生的重要事情。选管会亦

会就社会上广泛关注的原则性问题发出新闻公报，以正视听。

除此之外，选管会对候选人政纲及个别的言论、报道或传闻一

向不会作出评论。  

15 .  选民赖以公平有序的选举，选出其代表。选举是严肃的

事情，选举程序受有关选举法例严格监管。有意参选的人士及

其他持份者必须了解及遵从选举法例的规定，以免误堕法网。 

16 .  在法例以外的层面，候选人及各持份者亦应参考选举

活动指引的良好做法，以确保选举在公开、公正及诚实的情况

下进行。  

17 .  选管会希望市民了解及维护选举法例以及选举指引，

以传承香港良好的选举文化，让选举在公平及平等情况下畅

顺地进行。  

乡郊代表选举  

18 .  《乡郊代表选举条例》(第 576 章 )就指定乡郊地区的乡
郊代表选举订定条文。香港共有 4 类乡郊地区，分别是 (1 )现
有乡村；(2)原居乡村；(3 )共有代表乡村 (即由两条或以上的原
居乡村组成 )；以及 (4)长洲和坪洲的墟镇。乡郊代表则分为现
有乡村的居民代表、原居乡村／共有代表乡村的原居民代表

及墟镇的街坊代表。  

19 .  不同种类的乡郊地区，其登记为选民的资格亦各有不

同。就原居乡村及共有代表乡村而言，合资格人士须为该原居

乡村／共有代表乡村的原居民 (即属于在 1898 年已存在的原
居乡村或从在 1898 年已存在的原居乡村分支出来的原居乡村
(“分支乡村” )的居民的父系后裔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 ) )或该
原居民的配偶或尚存配偶，并须为年满 18 岁或以上的成年人
以及持有身分证明文件。该人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或该原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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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共有代表乡村的居民，并不影响其登记为该原居乡村

／共有代表乡村选民的资格。  

20 .  至于现有乡村，合资格人士必须是该现有乡村的居民

并在紧接申请登记当日之前的 3 年内一直是该村的居民，并
须为成年人及香港永久性居民。就墟镇而言，其选民的登记资

格与现有乡村相若。现有乡村／墟镇居民的主要住址 (即属该
人唯一或主要家居的居住地方的地址 )必须在相关现有乡村／
墟镇范围内。  

21 .  现有乡村／墟镇的已登记选民，如已不再在其登记居

住的乡村／墟镇居住，或有关乡村／墟镇的住址已不再是其

唯一或主要家居，便不再符合资格登记为选民。即使其姓名仍

在正式选民登记册上，有关人士如在选举中投票，即属违法。

为维持正式选民登记册的准确性，选民的主要住址如有任何

改变 (特别是迁离所登记的现有乡村／墟镇 )，应尽快向民政事
务总署申报以履行其公民责任。  

22 .  至于参选资格方面，因应不同种类的乡郊地区亦会各

有不同。就原居乡村及共有代表乡村而言，合资格人士须为该

原居乡村／共有代表乡村的原居民，并已登记为该村的选民。

此外，该人必须是年满 21 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及通常在香港
居住才符合参选资格。  

23 .  至于现有乡村，符合参选资格的人士必须是该现有乡

村的居民及已登记为该村的选民，并在紧接提名当日之前的 6
年内一直是该村的居民。此外，该人必须是年满 21 岁的香港
永久性居民。就墟镇而言，其参选的资格与现有乡村相若，包

括在紧接提名当日之前的 6 年内一直是该墟镇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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