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年選舉法例（雜項修訂）條例草案》 
法案委員會 

 
2012年3月2日會議討論事項的跟進事項 

 
 
 因應委員於2012年3月2日法案委員會會議上的要

求，本文件提供有關選舉廣告支持同意書事宜的資料，由選舉事

務處負責的中央網站資料及於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採用中央

點票安排的原因。 
 
選舉廣告支持同意書 
 
2. 在《2012 年選舉法例（雜項修訂）條例草案》（“《條

例草案》＂）第 3 條下訂明的建議安排，如一名候選人沒有提出

要求或發出指示，或授權任何人提出要求或發出指示，將任何人

士或組織的姓名、名稱、標識或圖像納入其選舉廣告中，則該名

候選人無須事先取得該人或組織的支持同意書。為了符合以上的

要求，候選人須確定他沒有提出要求或發出指示，或授權任何人

提出要求或發出指示於其選舉廣告內加入上述內容。然而，候選

人無須確定那些出於自願在其選舉廣告內提出支持的人士的身

份。這項安排旨在減輕候選人在不切實可行的情況下取得有關同

意的負擔。根據建議的安排，如有關當局接獲有關選舉廣告的支

持同意書的投訴，當局會先進行調查，查明個案的實情及搜集證

據以考慮是否採取任何執法行動。 
 
3. 就有關候選人在選舉廣告內發布照片提述及顯示其

舉辦的活動，而該等照片內同時有其他參與該活動的人士出現，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行為）條例》第 27 條，若候選人把某

人或某組織的姓名、名稱、標識或圖像納入其選舉廣告，而發布

的方式意味着或相當可能導致選民相信該候選人獲該人或該組

織的支持，該候選人須事前取得書面同意書。在現行的條文下，

如照片沒有意味着或相當可能導致選民相信該候選人獲該人或

該組織的支持，該候選人不須取得支持同意書。《條例草案》不

會影響此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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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選舉事務處負責的中央網站 
 
4. 為了符合在新規管制度下選舉廣告要讓公眾查閱的

規定，候選人可在選舉廣告發布後一個工作天內，把有關選舉廣

告的詳細資料張貼在一個公開平台內，供公眾查閱；該平台可由

選舉事務處負責（“中央平台＂）或由他本人或獲他授權的人負

責（“候選人平台＂），有關資料包括： 
 

(a) 選舉廣告的電子文本； 
 
(b) 發布選舉廣告的公開平台的超連結（如提供選舉廣告

的電子文本在技術上並不切實可行，例如有關訊息是

通過如 Twitter 及 Facebook 的互聯網社交網絡或通訊

網站以互動或即時的方式發布）； 
 
(c) 有關該等選舉廣告的相關印刷／發布資料； 
 
(d) 就於私人物業分發╱展示的選舉廣告：由有關業主或

佔用人所發出的每份准許書的電子文本（如適用）；

以及 
 
(e) 就每份支持同意書呈交電子文本（如適用）。 
 

就上文(c)項所指有關選舉廣告的相關印刷／發布資料的細節，選

舉管理委員會會在選舉活動指引中具體訂明，並在 2012 年 3 月

底發出該指引，以徵詢公眾意見。有關的細節基本上包括製作日

期、選舉廣告的尺寸、分發日期及方法、分發數量（如適用）等

基本資料。 
 
5. 中央平台會由選舉事務處設立和運作。選舉事務處現

正處理有關系統技術規格方面的工作，並會確保系統的容量足以

配合 2012 年 9 月立法會選舉的需要，使系統可以暢順運作。要

將上文第 4 段所述的選舉廣告詳細資料上載中央平台，候選人只

需要一部可接駁至互聯網的個人電腦。中央平台的設計暫可處理

每個檔案容量達 50MB 的資料。至於上載速度，則很大程度上取

決於上載資料的候選人所訂用的互聯網服務計劃。服務供應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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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設定的上載速度愈快，上載的時間便會愈短。選舉事務處計

劃在 2012 年 5 月試行運作系統，如時間許可，會邀請立法會議

員參與試用並提出意見。 
 
6. 至於候選人平台的開設和運作，全由有關候選人負

責。候選人只要將上述所有有關選舉廣告的詳細資料在公開平台

上發布，供公眾查閱，便已符合建議的法定要求。為方便公眾查

閱和一致性，選舉事務處會於《條例草案》通過後制訂簡單的標

準內容格式，讓候選人在設計和開設他們的平台時有所遵循。 
 
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中央點票安排 
 
7. 我們曾探討就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採用投票兼點

票的方案，但認為此方案並不可行，原因如下： 
 

(a) 根據過往的經驗，我們估計最少有 15%的投票站(主要

為設於幼稚園和郵局的投票站)由於面積細小，不能放

置兩套點票枱，以同步點算地方選區及區議會（第二）

功能界別的選票。據過往經驗所得，既寛敞又方便選

民的合適場地短缺，難以物色適當的場地以取代面積

細小的投票站； 
 

(b) 即使投票站的面積足以放置兩套點票枱，同步點算兩

類選票會令票站工作人員感到混亂，而投票站主任亦

會很難有效監察兩類選票的點票情況。此問題在需要

重點選票時將更為嚴重。同步點票安排會令投票站主

任的工作更加複雜，亦會增加點票過程的風險； 
 

(c) 有見於上述(a)段及(b)段所述的困難，若採用投票兼點

票的安排，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選票的點算工

作只能夠在地方選區的選票點算完畢後才開始。由於

地方選區及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選票數目龐

大，要在翌晨 6 時前完成接續進行的兩輪點票工作，

包括綜合選舉結果，未必可能。由於許多點票站為學

校或有關場地須於翌晨 6 時前交還場地予負責人，點

票工作無可避免地要改在後備點票站繼續進行。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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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選區和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選票由點票站轉

移至後備點票站以完成點票或重點選票會延誤選舉

結果的宣布，並會在運作和監察方面造成風險，因而

極不理想；以及 
 
(d) 在過往的選舉中，投票站兼點票站工作人員的工作時

間甚長這問題一直都備受關注。若區議會（第二）功

能界別選票採用投票兼點票的方法，這必定會延長投

票站兼點票站工作人員的工作時間，令招聘問題進一

步惡化。由於如採取一更制下，投票站兼點票站工作

人員須由投票階段工作至點票階段，對他們來說將過

於苛刻。因此，投票站兼點票站工作人員可能要實行

兩更制。這將需要增加約 550 隊工作人員（估計總共

超過 6 000 人）。要為投票站兼點票站聘請足夠的工

作人員是難以解決的問題，而大量工作人員更會造成

運作上的困難。 
 

8. 另一方面，就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採用中央點票

安排是較為可行的方案。，中央點票安排有以下比較可取之處： 
 

(a) 與其他需要在翌晨 6 時前交還場地予負責人的地點不

同，中央點票站在選舉日翌日仍可供使用，直至宣布

所有選舉結果為止。因此，即使區議會（第二）功能

界別的點票過程較預期長或需要重點選票，也無需後

備點票站； 
 
(b) 中央點算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選票只需約 2 800

名額外工作人員。如採用投票兼點票安排則需超過

6 000 名額外工作人員。由於點票站的工作人員無須

負責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點票工作，因此只需

要一更人手工作。這將會大大紓緩選舉事務處在招聘

人手方面的壓力； 
 
(c) 與投票兼點票安排比較，中央點票可確保在監察和管

理點票過程方面的成效較高，且可以更有效地匯集點

票人員等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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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中央點票安排下，就點票方面的統計數字的收集和

匯集可予簡化，延遲匯集點算工作和宣布選舉結果的

風險可減至最低。我們預計中央點票所需的時間會少

於投票兼點票安排，因為後述安排有可能涉及將地方

選區及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選票由投票站轉移

至後備投票站，以便完成選票點算或重點工作；以及 
 
(e) 中央點票可方便候選人、其代理人及市民在同一個地

點觀看點票過程。這樣有助資源較少的候選人安排最

少的代理人監察點票過程。 
 

9. 基於上述評估，我們認為採用中央點票會是較審慎及

有效的安排。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12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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