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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選民登記制度優化措施的諮詢文件》意見書 
 
虛報住址種票，不但破壞選舉公正，而且在調查、審理、甚

或重選等層面，要花費大量公共資源去撥亂反正。市民是有

責任向當局提供正確的住址資料，這有助確保選舉公平公

正，堵塞以虛報住址種票的機會。但是要求新登記選民提供

住址證明，恐怕會令劏房住戶抗拒登記，與家人同住的青年

人亦未必能出示住址證明。而長年居住境外的港人有可能因

為無法提供在香港的登記地址而失去投票權，當局應該周詳

考慮這方面的問題，拿出妥善的解決辦法。本人認為，政府

接納的住址證明應該兼顧可靠性和多元化，確保安老院住客

或者在境外工作和養老的港人，不會因此失去登記權利。 
 
立法處罰不更新住址的選民，本人認為應視乎實際而執行。

對在法定限期前未有申報更改了的住址而其後在選舉中投

票的選民，加入罰則是無人反對，但選民可能因太忙或想保

留娘家地址而沒有更新選民地址，有沒有上訴的機制呢？而

部份選民因為不打算在選舉投票而無申報更改住址，如果不

投票，根本不會影響選舉公正，若一刀切而面對刑責可能矯

枉過正。 
 
本人贊同修訂現時各項有關選民登記的法定限期，以預留足

夠的時間，讓選舉事務處在發表正式選民登記冊前，進行查

核和審核的程序，以及讓公眾查閱、並提出申索和反對，這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範市民用虛假住址投票而損害選舉公

正。 



 
本人亦同意按選民的主要住址列出同一地址的有關選民的

姓名，方便公眾查核與其住址相關的不尋常登記；如此一

來，一些已被拆卸了的樓宇仍然「住」了不少選民，或者同

一個住宅單位有「百家姓」，都會馬上大白於天下。 
 
選民在投票站投票時須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本人認為已經足

夠，多帶一張投票通知卡才能投票，實屬多此一舉，況且萬

一把通知卡丟失又或是忘記帶卡的話，投票權利隨時因而被

剝奪，對提高選舉率並沒有好處，而且架床叠屋只會影響投

票意欲。  
 
所謂一法立，一弊生，完善優化選民登記制度固然是好事，

但若限制過嚴或罰則過重，就容易矯枉過正，打擊市民的登

記及投票意欲。香港人對政治本來就很冷感，如果「優化」

過猶不及，很可能起反效果。例如過去政黨於街頭擺檔為市

民作選民登記，對推動市民參與選舉，頗有成效，若一旦要

市民必須拿出住址證明才可登記，市民是很少隨身攜帶住址

證明的，便會覺得登記太麻煩，甚至害怕隨時負上法律責

任，很可能乾脆不登記、不投票，這對香港民主發展的打擊

更大。 
 
本人認為選民登記制度除了優化措施外，當局亦應加強抽查

工作，加強資料核對，及檢查拆卸建築物的選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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