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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泛民本土建制在議會內的勢力重整固然值得討論，但

是九月四日各區票站出現了縱多流言、插曲和意外，卻反映了政府一直以來對於

投票日的行政管理和統籌有不少問題，值得深入跟進。 

 

首先，筆者聽說有不少公務員對立法會投票日定在九月四日甚有意見，因為九月

初正值開學週，學校未必願意借出場地，票站被逼使用空間較小的設施，在高投

票率的情形下票站必然”打蛇餅” 。果然在投票當日，太古票站就有選民為投票

要排隊至凌晨三點，有其他票站甚至因為重覆點票佔用至九月五日下午，有了這

些壞經驗，學校更不想借場，下屆情況只會更亂。 

 

其次，是票站的管理和操作全盤人手化，單是確認選民身份已涉及幾個用肉眼核

對資料的步驟，極易出錯。筆者在票站也目瞪有市民發現自己的選民身份被人使

用，是人手化步驟出錯也不足為奇。有票站更在二次點票後多出三百票，票站工

作人員竟然用筆劃去原本數字再改寫。有人”被投票” ，又有票站計錯數，加上

票站”縮水” ，難怪投票當日流言滿天飛，說背後有陰謀。 

 

這些行政管理和統籌的問題，很大程度是源於票站工作人員都是從不同政府部門

招募而來，當中包括了權責至關重要的票站主任，他們沒有專責處理點票及危機

應變的經驗，以至一旦有意外發生，票站人員都沒有妥善的應急之策。 

 

為此，特區政府有必要設立專責人員，或要求行政管理經驗較高的高級公務員必

須參與票站工作，並加強選舉事務處、民政事務總處及警方的合作和權責釐清，

加強票站工作人員的應急培訓。另外，政府更加應該推動投票電子化，以減少人

為出錯機會，票站也自然會較少出現事端。票站的管理和操作涉及到選舉公義、

特區政府的威信、甚至香港民主的實踐，實在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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