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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星期日，便是區議會選舉投票日，但大家能否行使投票權利，在 11 月 24

日投下神聖一票，到目前還是充滿變數。 

這次反修例風波下，黑衣人的暴力蔓延，建制派慘成針對對象，議員辦事處被毀，

選舉橫額被破壞，助選成員被滋擾，張貼海報的商戶被杯葛，選舉工程大受影響，

有候選人在擺街站期間幾乎被奪去性命。雖然泛民主派人士指出，類似的選舉暴

力同時也有發生在他們身上。但論頻率和嚴重程度，建制派所受到的暴力行為，

完全更加惡劣。 

儘管選舉管理委員會，有責任確保選舉公平進行，但在現時的混亂局勢下，大家

知道這只是紙上談兵。香港的三萬警察，在止暴制亂上已經筋疲力盡，面對這些

野貓式的襲擊，更是無能為力。眾目睽睽下，針對「藍店」的破壞不斷重複，議

員辦事處更是難以避免，要制止黑衣人的選舉暴力，談何容易。 

雖然有建制派元老建議，在投票日前一星期劃下死線，如果暴力持續，就應押後

或取消選舉。可是，近日有逾百名政商界人士聯署，以「保區選，一票顯民心」

為口號，要求政府盡最大努力，讓選舉如期舉行。另外，有民調發現，有七受訪

市民反對延後區議會選舉。政府也一再強調，會盡力讓選舉依期進行。 

在反修例風波之下，今次區議會選舉將十分政治化，新增登記選民有三十多萬，

投票率必創歷屆新高。反對派當然渴求收割政治成果，借此把地區的公共資源收

歸囊中，這總比街頭抗爭來得實在。故此，泛民胃口極大，以奪取區議會 300 席

以上為目標，期求突破建制派獨攬 117 個區議會選舉委員會議席，增加泛民在特

首選戰中的籌碼。 

對於不滿政府的市民來說，投票是他們的權利，透過選票來表達對政府的不滿，

是成本最低，但又最有效地“懲罰”建制派的方法。在 2004 年的區議會選舉，

建制派的滑鐵盧便見證了這些抗議票的威力。至於建制派的支持者，與泛民的支

持者一樣，也渴望透過選票來表達不滿。確實，在黑色暴力的威脅下，不單是建

制支持者，就連一些中間派的朋友，對社會可以如此美化暴力，都是敢怒不敢言，

以票制亂，也是他們心聲。 

筆者認識的建制派議員，均認為是次選戰比過去任何一次都艱難。在恐嚇、滋擾

和暴力之下，選舉工程無法開展，難以體現出選舉是公平公正。可是，就算是延

期選舉一至兩星期，也不見得政府可以讓局面平靜下來，反而會令部分市民覺得



建制派輸打贏要，激起更多抗議票，為建制派的選情添煩添亂。所以，我認識的

不少朋友都認為，除非迫不得已，否則選舉應該如期舉行。 

按筆者的觀察，如期選舉自然是泛民所願，延遲選舉也非大部份建制派所求。讓

選舉可如期舉行，可能是現時兩派的最大共識。其實現時最影響選舉的因素，是

黑衣暴徒在過去五個多月中，針對不同政見市民的黑色恐怖會否停止；是越發升

級的暴力襲擊和破壞，會否在 11月 24日停靜下來。建制派和政府的譴責和呼籲，

黑衣人一直視若無睹。泛民主派人士如想選舉如期舉行，是否也應該強烈呼籲示

威者停止暴力，還市民公平選舉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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