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二零零四年立法會選舉的投票和點票安排

引言

本文件旨在闡述選舉管理委員會（“選管會”）就二零

零四年九月舉行的二零零四年立法會選舉所建議的投票和點

票安排。

背景

2. 過往的選舉一般都採用中央點票的安排。在一九九八年

的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和功能界別的點票工作全部集中於

一個中央點票站進行。至於一九九九年的區議會選舉，點票

工作在 18 個分區點票站進行。到二零零零年的立法會選舉，
五個地方選區各設立一個分區點票站，另為功能界別設立一

個中央點票站。

3. 在二零零三年的區議會選舉，點票工作首次在個別投票

站內進行。

擬議的地方選區點票安排

4. 在檢討二零零三年區議會選舉所得經驗後，以及有鑑於

採用新選票所引致與運送投票箱有關的運作問題，選管會建

議來屆立法會選舉地方選區的點票工作應分散至各個投票站

進行。

理據

二零零三年區議會選舉新點票安排的評估

5. 由於投票箱無須由投票站運送至分區點票站，點票工作

可即時在所有投票站進行，故提高了點票工作的效率。在一

九九九年的區議會選舉，有關過程在投票日翌日下午一時半

完成。至於二零零三年的區議會選舉，則在凌晨四時十五分

結束，即較一九九九年區議會選舉提前九小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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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選管會特別考慮到分散點票安排首次應用於二零零三年

的區議會選舉，認為整體而言這安排令人滿意。

選票的新設計對運作的影響

7. 在二零零四年的立法會選舉，候選人將獲准在選票上印

上有關候選人的指定資料。為配合這項新措施，新選票的版

面將會較大。功能界別選票的尺寸為 A4，而地方選區的則為
A3（但摺疊成 A4 尺寸）。選票較一直以來所使用的選票為
重，體積也較大。

8. 為方便在點票過程中處理版面較大的選票，故特別設計

了新的投票箱，讓選票投進投票箱時自動堆疊整齊，且易於

取出進行點算。每個新投票箱約可容納 1 000 張選票。這種
投票箱體積較以往的細小，所以不會因過重而難於處理。由

於其體積較細小，故需要增加投票箱的數目。估計二零零四

年立法會選舉合共需要 2 000 個投票箱，而二零零零年選舉
則只需 1 500 個。選票的重量和投票箱的數量增加，致令在
處理上需要更多時間和功夫。因此，如在中央點票站進行點

票工作，則有關 過程恐會被拖慢 。分散點 票將可 避免這問

題。

詳細安排

9. 現建議在地方選區的點票工作採用類似二零零三年區議

會的安排，詳情如下。

(a) 設立一個中央點票站，點算功能界別的選票（功

能界別的點票安排詳述於下文第 14 段）。五個地
方選區各設有一名選舉主任。該五名選舉主任會

在中央點票站駐守。每名選舉主任會由多名助理

選舉主任協助，他們負責把轄下投票站的點票結

果相加起來，為所負責的地方選區計算最後選舉

結果。

(b) 投票結束後，投票站（除了登記選民不足 200 人
的小投票站外）會即時轉為點票站，由投票站工

作人員進行點票。在轉換過程中，候選人及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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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均獲准在場監察。當日主管投票站運作的投

票站主任將負責監督點票工作。

(c) 小投票站的選票將運送至一個大點票站，該大點

票站是由一個登記選民人數不少於 200 人的投票
站轉換而成。小投票站的選票將與大點票站的選

票 混 合 ， 然 後 才 進 行 點 票 ， 以 保 障 選 票 的 保 密

性。

(d) 投票站主任負責決定問題選票是否有效。在場的

候選人、他們的選舉代理人或監察點票代理人可

就接納或拒絕問題選票的決定提出反對。投票站

主任對選票有效性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e) 在個別點票站完成點票工作後，每個點票站的投

票站主任須將點票結果告知在場的候選人、他們

的選舉代理人和監察點票代理人。候選人或其選

舉代理人或監察點票代理人可要求重點選票。除

非投票站主任認為不合理，否則他須依從有關要

求。

( f ) 每個點票站的投票站主任會向該地方選區的一名

助理選舉主任匯報其點票站的最後點票結果。

(g) 在中央點票站的功能界別投票箱內如發現誤投的

地方選區選票，即會交予負責的選舉主任，並作

出點算。任何問題選票是否有效是由選舉主任決

定。在場的候選人、其選舉代理人或監察點票代

理人可就接納或拒絕問題選票的決定提出反對。

選舉主任對問題選票有效性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h) 從選區所有點票站取得經核實的點票結果後，選

舉主任會把這些結果與有關任何誤投選票點算所

得的結果相加，得出總票數。

( i ) 選舉主任會繼而將總票數結果告知在中央點票站

內的候選人、其選舉代理人和監察點票代理人。

候選人或其選舉代理人可要求重點該地方選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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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選票。除非選舉主任認為不合理，否則他須

依從有關要求。

( j ) 在取得地方選區的最後點票結果或重點選票結果

後，選舉主任會簽署選舉結果的公告，並在中央

點票站展示公告，同時通知轄下投票站主任有關

公布事宜。他也須安排把公告刊登憲報。

擬議的功能界別投票安排

10. 選管會建議就功能界別的投票安排作出輕微修改。有關

修改概述如下。

特別功能界別的投票安排

11. 在二零零零年的立法會選舉，選舉委員會（選委會）委

員負責選出六名立法會議員，並為此劃定四個投票站供選委

會委員投票之用。這四個投票站也供四個採用按選擇次序淘

汰投票制的特別功能界別，即航運交通界、鄉議局、漁農界

和保險界（結果後三個界別無須進行有競逐的選舉）使用。

在二零零四年的立法會選舉，由於選委會不再選出立法會議

員，故不再需要作出這項特別投票安排。此外，對於該四個

特別功能界別的選民來說，由於地方選區選舉所指定的投票

站較接近他們的住處，故在該些投票站投票會更為方便。由

於功能界別的投票箱會在送抵中央點票站後才開啟，故特別

功能界別個別選民的選票將可獲保密。

放棄使用信封裝載功能界別的選票

12. 在過去的選舉中，所有功能界別的選民均獲發給信封，

以便他們在填劃選票後可把選票放在信封內，然後投入投票

箱，從而為選民的投票選擇保密。

13. 在檢討過這項安排後，選管會建議不再使用信封。選民

會被提醒在離開投票間之前把已填劃的功能界別選票的正面

向下，蓋在所提供的硬紙板上，然後把已劃上記號的選票以

正面向下的方式投入投票箱。特別設計的投票箱可確保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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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面向下的方式投入時自動摺疊整齊，使選民的投票選擇

得以保密。

擬議的功能界別點票安排

14. 選管會認為由個別投票站處理 28 個功能界別的點票工
作效率不高。因此建議功能界別的點票工作應如以往立法會

選舉一樣在中央點票站內進行。然而，選管會亦建議一些運

作上的轉變，概述如下。

功能界別選票的投票箱運送

15. 在投票站開始點票時，投票站主任會開啟地方選區的投

票箱，並找出任何誤投的功能界別選票。投票站主任會把誤

投的功能界別選票密封，然後安排把它們連同功能界別的投

票箱和選票結算表在警方護送下運往中央點票站。候選人和

其代理人可隨同前往。

功能界別的點票安排

16. 選管會現正考慮在中央點票站使用光學標記閱讀器點算

功能界別的選票 。使用光學標記 閱讀器， 除可加 快點票過

程，也可節省在點算前把所有選票按功能界別分組所需的時

間。整個點票過程的效率可得以提高。

17. 事實上，光學標記閱讀器在一九九八年和二零零零年的

立法會選舉中曾用作點算選委會和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的選

票。使用光學標記閱讀器有助加快二零零零年選委會界別分

組選舉的點票過程。然而，二零零零年立法會選舉中選委會

的選票點算工作卻不幸因為出現兩對印有相同條碼的選票而

受到阻延，光學 標記閱讀器只錄 得四張選 票中的 其中兩張

（而非全部四張）選票上的選擇。其後調查發現是設計階段

的人為錯誤，而承辦商已就錯誤向政府作出現金賠償。自二

零零零年立法會選舉至今，隨著光學標記閱讀技術的進步，

光學標記閱讀器的功能無論在性能、可靠程度和速度方面應

已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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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鑑於上文第 16 和 17 段所載考慮因素，選管會認為值得
探討擴大光學標 記閱讀器的使用 ，用以點 算功能 界別的選

票。然而，在作出最後決定前，選管會將詳細考慮建議對財

政、行政和技術的影響。

19. 如選管會認為應進一步研究建議，便會在二零零四年三

月十五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之前為議員安排示範，然後才就建

議正式徵詢委員的意見。

徵詢意見

20. 謹請委員就本文件所闡述的建議提供意見。

選舉事務處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三日

MC1057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