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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5 年 4 月 20 日及 5 月 18 日會議上所提出的的跟進事項  

 
目的  

 
 在 2015 年 4 月 20 日的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討論了《選

舉（舞弊及非法行為）條例》（第 554 章）（以下簡稱《條例》）的運作，

並要求政府說明候選人如何就其經電話或電子媒介進行競選活動的傳

訊費用在「選舉開支及接受選舉捐贈之申報書及聲明書」（下稱「選舉

申報書」）上作出申報。而委員在 2015 年 5 月 18 日的會議上討論《區

議會選舉活動建議指引》時，則要求政府進一步闡明對於經互聯網上

的社交網絡或通訊網站發布的選舉廣告所作的規管，以及要求相關執

法機構提供候選人在選舉中違反《條例》條文的相關數字。本文旨在

就上述事項提供相關的資料，以供參考。  

 
如何計算及申報與傳訊有關的選舉開支  

 
2. 根據《條例》第 2 條的釋義，「選舉開支」指一名候選人或代表

候選人的人，在選舉期間或其前或後，為促使該候選人在選舉中當選，

或為阻礙另一名或另一些候選人當選，而招致或將招致的開支，並包

括包含貨品及服務而用於上述用途的選舉捐贈的價值。候選人必須就

招致的所有選舉開支及收取的所有選舉捐贈（不論為現金或實物抵付
1）記存準確帳目，在選舉申報書上列明所有選舉開支及收取的所有選

舉捐贈，並在有關法例指明的期限屆滿之前 2，將選舉申報書送交總選

舉事務主任。  

 
3. 至於個別開支是否應當作選舉開支，應視乎有關個案的情況，

亦應按每項開支的實際用途而定，並考慮開支的性質、其招致的情況

及環境。如一項開支用作多於一項用途，應就與選舉有關的用途和其

他用途分攤該項開支。候選人應把相關細項列入選舉申報書。根據一

般原則，時間及用量是相關的考慮因素。有需要時，候選人可就分攤

選舉開支諮詢專業意見。任何因諮詢專業意見而招致的費用不會計算

為選舉開支。  

 
                                                       
1  實物抵付形式的選舉捐贈包括免費或以折扣價獲得的貨品及服務。除非所有顧客一般均可享

有有關折扣，否則貨品或服務的市價／正常價格與候選人支付的價格差額是一項選舉捐贈。 
2  就區議會選舉而言，根據《條例》第 37 條，這是指在選舉結果刊登憲報後的 30 天屆滿之前、

或根據有關的選舉法宣布選舉程序終止的日期後的 30 天屆滿之前、或根據有關的選舉法宣

布選舉未能完成的日期後的 30 天屆滿之前、或原訟法庭根據有關法例指明的較長限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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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透過電話或電子媒介 (例如網站、社交網絡、通訊網絡等 )發布的

訊息，若其目的是為促使某候選人當選或阻礙其他候選人當選，亦屬

選舉廣告。候選人因發布該等選舉廣告而招致的任何製作和營運費用

（如有關網站或網頁的製作和設計費用、內容製作和編輯費用、傳訊

費用等）均應計算在選舉開支內。  

 
5. 就計算傳訊費用而言，如果一項傳訊費用是用作多於一項用

途，而其中有一部分為選舉開支，候選人應就與選舉有關的用途和其

他用途分攤和申報該項傳訊費用。候選人可以該傳訊費用的總數為基

數，並視乎情況以與選舉有關用途的用量分攤這個基數，從而相應分

攤該項開支。  

 
6. 分攤選舉開支並無劃一規定的做法。一般而言，候選人應盡量

以客觀的標準及切實可行的辦法分攤及計算選舉開支，例如以用量或

使用時間作為計算基礎。以下是分攤傳訊費用中的選舉開支的一些參

考例子：  

 
例子（一）  
候選人的手機月費為 400 元，服務計劃包括無上限使用本地話

音通話及流動數據用量。在 7 月至 9 月期間，候選人有使用該

手機進行與促使該候選人在選舉中當選有關的用途（例如聯絡

助選人員及使用即時通訊應用程式向選民發出拉票訊息）。若候

選人估算用於選舉用途的用量佔 3 個月的整體用量的 25%，可

以參考以下的方式計算當中的選舉開支：  

 
7 月至 9 月的手機月費總額： 400 元  × 3 個月  = 1,200 元  
3 個月中 25%用量所佔開支  （即選舉開支）： 1,200 元  × 25% = 
300 元  

 
例子（二）  
候選人的家居上網月費為 697 元。在 7 月至 9 月期間，候選人

利用該上網服務進行與選舉有關的用途（例如傳送電郵給選民

及在網絡日誌上發布選舉廣告），根據候選人估計，使用時間的

總和為 44 日，可參考以下的方式計算當中的選舉開支：  

 
7 月至 9 月的家居上網月費總額： 697 元  × 3 個月  = 2,091 元  
用作選舉有關用途的開支部分：  
2,091 元  ÷ （ 31 + 31 + 30）  天× 44 日  = $1000.0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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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候選人製作拉票訊息、宣傳電郵及選舉廣告等所招致的費用，

亦必須計算在候選人的選舉開支內。候選人可參考下列方式填報選舉

申報書中 D8 部（其他選舉廣告）：  

 
D8 部  
撰寫電郵的費用： 0 元（附加備註：電郵由義工 3負責撰寫。發

出電郵的上網費用於申報書 E 部列出）  

 
製作及設計選舉廣告的費用：300 元（附加備註：發出電郵的上

網費用於申報書 E 部列出）  
（請注意，候選人須就此項開支同時提交有關製作及設計費用

的發票和收據。）  

 
8. 上文僅就一些常見的情況提供可行的分攤計算方法及申報方

式，以供參考。由於每位候選人的情況並不相同，候選人應視乎其實

際情況計算其在傳訊方面的選舉開支。候選人如對某一開支項目應否

計算為選舉開支或就分攤有關開支有疑問，應諮詢其法律顧問。  

 
9. 此外，正如 2015 年 4 月 20 日的會議文件所述，《條例》第 37(2) 
(b)條要求就每項 100 元或以上的選舉開支而言，候選人須提交載有該

項開支詳情的發票及收據。而發票及收據內一般須具備的詳情包括：  

 
（ a）  日期；  
（ b）  開支項目的詳情（即貨品或服務的資料和金額）；  
（ c）  提供貨品或服務的單位或人士的資料；及   
（ d）  證明提供貨品或服務的單位或人士已全數收取有關款額

的資料（例如收款人士的姓名及簽署，或收款單位的蓋章

及代表簽署）。  

 
10. 因此，如有關的選舉開支為 100 元或以上，只於選舉申報書中

作申報及列出分攤選舉開支的計算方法並不足夠，候選人須同時提交

有關單據，以符合法例的要求。  

 
                                                       
3  根據《條例》第 2 條，「義務服務」指任何自然人為以下目的在其私人時間自願親自免費向

某項選舉的一名或多於一名候選人提供或就某項選舉的一名或多於一名候選人而提供的任

何服務— 
 (a) 促使該候選人或該等候選人當選；或 
 (b) 阻礙另一名候選人或另一些候選人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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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互聯網上的社交網絡或通訊網站發布選舉廣告  

 
11. 根據《條例》第 2 條，「選舉廣告」是指為促使某候選人當選或

阻礙其他候選人當選的任何發布；而「選舉開支」是指一名候選人或

代表候選人的人，在選舉期間或其前或後，為促使該候選人在選舉中

當選，或為阻礙另一名或另一些候選人當選，而招致或將招致的開支。

因此，候選人透過網上平台如網站、社交網絡、通訊網站等發放的競

選宣傳屬於選舉廣告，所牽涉的製作及營運費用，包括上網費、製作

網上廣告的設計費用等，必須計入他／她的選舉開支，並在其選舉申

報書內清楚列明。  

 
12. 候選人利用網上平台作宣傳的內容，如顯示了某人或某組織對

他／她的支持，他／她必須事前取得該人士或該組織的書面同意，以

符合《條例》第 27(1)條的要求。但若網民出於主動在候選人於上述平

台發布的選舉廣告內，作出回應或表示「讚好」以表達對候選人的支

持，則有關候選人無須事先取得他們的書面同意。  

 
13. 然而，候選人不得就上述網民的姓名、名稱、標識或圖像或任

何由他們提供的內容作出修改，除非事先取得他們的書面同意，否則

該候選人便屬違法。  

 
14. 若網民只是在互聯網平台分享或轉載不同候選人的競選宣傳以

發表意見，而其目的並不是為促使或阻礙任何候選人當選，則上述分

享或轉載便不符合發布選舉廣告的定義，涉及的開支亦不會被視為選

舉開支。但假若某網民是受候選人或其助選成員指使而在互聯網平台

分享或轉載候選人的競選宣傳，以促使其當選或阻礙其他候選人當

選，則該發布便屬候選人的選舉廣告，所涉及的任何開支均須計入候

選人的選舉開支內。  

 
15. 此外，利用網上平台發布的競選宣傳符合選舉廣告的定義，候

選人必須遵守所有與選舉廣告和選舉開支相關的法例規定及選舉管理

委員會就發布選舉廣告所作的規定，包括候選人須在發布選舉廣告後

的一個工作天（即公眾假期及星期六以外的任何一天）內，以選舉管

理委員會指明的形式向有關選舉主任提供該選舉廣告及相關資料，或

把選舉廣告或發布選舉廣告的網上平台的超連結及相關資料上載到

「中央平台」或「候選人平台」，以符合法例中關乎公眾查閱的要求。

詳情可參閱《區議會選舉活動指引》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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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中違反《條例》的相關數字  

 
16. 根據廉政公署提供的資料，廉政公署就 2011 年區議會一般選舉

及 2012 年立法會換屆選舉所接獲有關違反《條例》的投訴及轉介個案

的數字如下：  

 

 2011年區議會一般選舉 2012 年立法會換屆選舉

接獲投訴或轉介的

調查個案 
2,647 宗 307 宗 

無須進一步行動4  2,209 宗 171 宗 

獲法庭寬免個案 16 宗（涉及 10 人） 11 宗（涉及 8 人） 

發出警告個案 411 宗（涉及 400 人） 125 宗（涉及 134 人） 

警誡個案 5 宗（涉及 5 人） 0 宗 

檢控個案 6 宗（涉及 48 人） 0 宗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選舉事務處  
2015 年 9 月  

                                                       
4  即是指調查個案的結果為指控不成立，或律政司考慮後認為證據不足而不作檢控、警誡或發

出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