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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匯報《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 )條例草
案》委員會 ("法案委員會 ")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
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的商議
工作。 1 
 
 
背景  
 
2.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全國人大 ")於 2021 年 3 月 11 日作
出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 ("《決定》 ")(載於
附錄 I)，並授權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 ")修改
《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及

《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

程序》。根據《決定》第七條，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區 ")政府
必須依照《決定》和經修改的《基本法》附件一及二，修改本

地有關法律，依法組織、規管相關選舉活動。  
 
3.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21 年 3 月 30 日通過經修改的
《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及

《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

                                                 
1 按照內務委員會於 2021 年 3 月 19 日作出的決定，一個小組委員會在內

務委員會轄下成立，負責商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決定》的主要

內容，以及兩個經修改的《基本法》附件。內務委員會並同意，一俟政

府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的法案，該小組委員會將會立刻轉成法案委員會，

審議該法案。有關內務委員會的決定的進一步詳細資料，請參閱本報告

第 6 至 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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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經修改的《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分別載於附錄 II
及 III。行政長官同日表明，香港特區政府的目標，是於 2021 年
4 月中旬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本地相關選舉法例的法案，以及於隨
後的 12 個月安排進行 3 場公共選舉。 2 
 
 
《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4.  《條例草案》於 2021 年 4 月 13 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2021年 4 月 14日提交立法會。根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於 2021年
4 月 13 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CMAB C1/30/5/5)，
政府當局除了依照《決定》和經修改的《基本法》附件一及二，

修改本地有關法律，依法組織、規管相關選舉活動外，亦認為

有需要因應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管會 ")在其於 2020 年 10 月 9 日
就已中止的 2020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向行政長官提交的報告書中
提出的建議，修訂相關選舉法例，以落實一系列優化選舉安排

的措施。  
 
5.  《條例草案》提出的擬議修訂主要涉及下列範疇：  
 

(a) 修改《緊急情況 (換屆選舉日期 )(第七屆立法會 )規
例》 (第 241L 章 )所載的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日期；  

 
(b) 重新構建選舉委員會 ("選委會 ")，以及引入宣誓

要求及相關事宜；  
 
(c) 訂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及相關事宜；  
 
(d) 更新立法會的組成及其產生辦法；  
 

                                                 
2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於 2021 年 3 月 30 日發出的小冊子，完善選舉制度的

時間表如下  
2021 年  
4 月中旬：  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本地相關選舉法例的法案  
5 月底：   立法會恢復該法案的二讀辯論  
6 月：   若立法會通過該法案，作出特別選民登記安排  
7 月：   發表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  
9 月：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10 月：   發表立法會選舉正式選民登記冊  
12 月：   第七屆立法會選舉  

2022 年  
3 月：   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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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修訂選民登記的安排；  
 
(f) 更新成為行政長官選舉、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及立

法會選舉的候選人的資格；  
 
(g) 訂定自 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起的地方選區、功能

界別及選委會界別的選舉開支上限；  
 
(h) 訂定立法會選委會界別的選舉安排；  
 
(i) 因應上文 (b)及 (d)段所述事宜而相應修訂《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 554 章 )及其附屬法例； 
 
(j) 在第 554 章中加入新的罪行，以禁止任何人在選舉

期間內藉公開活動煽惑他人不投票，或者投白票或

無效票，以及訂明任何人故意妨礙或阻止另一人在

選舉中投票，即屬作出舞弊行為；  
 
(k) 在公共選舉中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  
 
(l) 優化查閱和編製選民登記冊的工作；  
 
(m) 賦權投票站主任為有需要的選民在公共選舉中設

特別隊伍；  
 
(n) 賦權總選舉事務主任規定收取政府補助的學校及

非政府機構提供其處所在公共選舉中用作投票站

及/或點票站；及  
 
(o) 取消暫緩發放立法會選舉及區議會選舉的財政資

助直至選舉呈請獲處置的規定。  
 
 
《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6.  鑒於要在未來 12 個月完成本地立法工作及舉行 3 場
公共選舉，時間極為緊迫，內務委員會在 2021 年 3 月 19 日的
會議上同意接納政府的建議，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轄下成立小

組委員會，先商議全國人大通過的《決定》的主要內容，以及

經修改的《基本法》附件一及二。內務委員會商定，一俟政府

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小組委員會將會立刻轉成法案委

員會，審議《條例草案》。內務委員會認為，如按照上述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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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便可盡早開始討論《決定》及經修改的《基本法》

附件一及二，這將有助法案委員會進行審議工作。內務委員會

進一步商定，為使工作進程連貫，小組委員會委員將自動成為

法案委員會委員，而小組委員會的正副主席亦會擔任法案委員

會的正副主席。  
 
7.  小組委員會由 14名委員組成。廖長江議員及張國鈞議員
分別當選為小組委員會的正副主席。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

於附錄 IV。小組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舉行了 5 次會議 (每次
2 小時 )。  
 
8.  《條例草案》於 2021 年 4 月 14 日提交立法會後，小組
委員會隨即按照內務委員會的上述決定，轉成法案委員會。法案

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與小組委員會相同 (載於附錄 V)。由 2021 年
4 月 17 日的首次會議起計，法案委員會合共舉行了 12 次會議
(或進行了 37 小時的討論 )，與政府當局商議《條例草案》。  
 
 
法案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修 改 《 緊 急 情 況 (換 屆 選 舉 日 期 )(第 七 屆 立 法 會 )規 例 》
(第 241L 章 )所載的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日期  
 
9.  政府當局解釋，經修改的《基本法》附件二對立法會的

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作出修訂，其中立法會的組成將加入由選

委會委員選出的 40 名選委會界別議員。考慮到立法會選委會界
別議員會由根據經修改的《基本法》附件一組成的選委會選出，

而且立法會選舉所有候選人的提名均須由選委會每個界別 2 至
4 名委員簽署為提名人，2021 年選委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有需
要在立法會換屆選舉之前舉行。就此，政府當局建議於 2021 年
9 月 19 日舉行選委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並在選委會產生後，
於 2021 年 12 月 19 日舉行第七屆立法會換屆選舉。因此，政府
當局建議把第 241L 章所載的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日期，由
2021 年 9 月 5 日修改為 2021 年 12 月 19 日。  
 
10. 鑒於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擬於 2021 年 12 月 19 日舉
行，委員關注到，如第七屆立法會於 2022 年 1 月 1 日展開，則
當選的議員只得 9 個工作日為新一屆立法會作準備。政府當局
解釋，修訂本地法例以實施經修改的《基本法》附件一及二，

然後舉行 2021 年選委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時間非常緊迫，而
經考慮各項實際因素後，2021 年 12 月 19 日是可以舉行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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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換屆選舉的最早日期。至於其後各屆立法會，政府當局

會考慮在該屆立法會開始日期之前一段較長的時間，舉行相應

的立法會換屆選舉。  
 
11. 委員察悉，第七屆立法會將於 2022 年 1 月展開，並詢
問其後各屆立法會的開始日期為何，以及本屆立法會餘下任期

的立法會事務如何安排。  
 
12.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基本法》第六十九條，立法會每屆

任期 4 年。隨着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押後至 2021 年 12 月舉
行，第七屆立法會的任期將按《基本法》第六十九條所訂，自

該屆開始日期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指明 3)起計，為期 4 年，
而其後各屆立法會的開始日期將相應移至 1 月。與此同時，根據
全國人大常委會 2020 年 8 月的決定，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
責不少於一年，直至第七屆立法會任期開始為止。故此，本屆

立法會餘下任期立法會事務的安排，將由立法會考慮及決定。  
 
13.  委員關注藉修訂第 241L章指明 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日期的做法，並促請政府當局考慮沿用《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 )
下的現行機制指明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日期。  
 
14.  政府當局解釋，由於第 241L 章已訂明 2021 年立法會換
屆選舉目前的日期，故此政府當局必須修訂第 241L 章，就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日期作出相應修改。政府當局表示，
這是一次過的安排，其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日期將如常根據

第 542 章訂定。  
 
 
重新構建選舉委員會、引入宣誓要求及相關事宜  
 
選舉委員會的規模及組成  
 
15.  根據《決定》，選委會要具有廣泛代表性、符合香港特

區實際情況和體現社會整體利益，並將由以下 5 個界別合共
1 500 人組成： 

 
 
  

                                                 
3 第 542 章第 4 條訂明，每屆立法會的任期於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指明

的日期開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必須在憲報刊登關於該日期的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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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 席位  

第一界別：工商、金融界  300 
第二界別：專業界  300 
第三界別：基層、勞工和宗教等界  300 
第四界別：立法會議員、地區組織代表等界  300 
第五界別：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 ("全國人大代
表 ")、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政協委員 ")
和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  

300 

 
16.  5 個界別將由合共 40 個界別分組組成，其詳細席位分配
載於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附件 B。  
 
選舉委員會委員的產生辦法  
 
17.  選委會委員將由以下 3 種辦法產生：  
 

(a) 當然委員；  
 
(b) 由界別分組內的指定團體提名產生；及  
 
(c) 由界別分組內的合資格投票人選舉產生。  

 
當然委員  
 
18.  下列界別分組將設有當然委員：  
 

(a) 工程界 (15 席 )；  
 
(b)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15 席 )；  
 
(c) 法律界 (6 席 )；  
 
(d) 教育界 (16 席 )；  
 
(e) 醫學及衞生服務界 (15 席 )；  
 
(f) 社會福利界 (15 席 )；  
 
(g) 立法會議員 (90 席 )；及  
 
(h) 香港特區全國人大代表和香港特區全國政協委員

("人大政協界 ")(190 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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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各界別分組中擔任指明職位的人士，將可登記為該

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詳情請參閱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附件 C。 
 
由提名產生的選委會委員  
 
19.  若干委員將於下列界別分組由提名產生：  
 

(a) 科技創新界 (15 席 )；  
 
(b) 會計界 (15 席 )；  
 
(c) 法律界 (9 席 )；  
 
(d)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15 席 )；  
 
(e) 中醫界 (15 席 )；  
 
(f) 宗教界 (60 席 )；及  
 
(g) 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 (27 席 )。  

 
有關各界別分組由提名產生的委員名額及相關指定團體，請參

閱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附件 D。  
 
由選舉產生的選委會委員  
 
20.  各界別分組符合資格登記為投票人的指明實體載於立

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附件 E。除設有個人投票人的特定界別分組 4

外，所有選委會界別分組席位皆由團體投票人選舉產生。除選

舉法例指明者外，任何團體或企業須在獲得其所屬界別分組的

相應資格後持續運作 3 年以上，方可成為該界別分組的團體投
票人。 5 
                                                 
4 4 個選委會界別分組將由個人投票人組成：  

( i)  第四界別的鄉議局界別分組；  

(i i) 第四界別的港九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
員會委員的代表界別分組；  

( i i i) 第四界別的新界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
員會委員的代表界別分組；及  

( iv)  第五界別的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別分組。  
 

5 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載，持續運作滿 3 年的要求將同時適用於新登
記的申請，以及現時已登記於 2020 年正式投票人 /選民登記冊的選委會

界別分組投票人和功能界別選民 (如有關團體仍然符合經修訂後的登記
資格 )。至於 2021 年的選民登記周期，一般而言，持續運作滿 3 年的要
求會由 2021 年的特別選民登記限期 (即 2021 年 7 月 5 日 )之前的 3 年起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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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重新構建的選舉委員會提出的關注事項  
 
21.  委員普遍關注政府當局按何準則挑選各個界別分組的

團體投票人，並詢問政府當局是否仍可修訂不同選委會界別分

組的指明實體名單。馬逢國議員關注到，體育、演藝、文化及

出版界界別分組和社會福利界界別分組的席位數目同樣會由

60 席減至 30 席。他認為，政府當局應解釋為何有關的界別分組
有上述重大的改動。他特別就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界別

分組的改動深表關注。他指出，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界

別分組的 15 名委員將會由 3 個合資格團體提名，當中無一團體
屬於演藝界，演藝界因而可能最終沒有代表。他亦指出，就該

界別分組而言，不僅投票人數目會由約 4 000 人大減至約
280 人，某些具規模的著名組織 (例如演出業協會、香港印刷業
商會、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及多個地區體育聯會 )亦被剔除。
他認為，從相關的指明實體名單剔除這些重要團體，會削弱體

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界別分組的代表性。他亦質疑政府當

局按何理據，就該界別分組 15 個經選舉產生的席位採用混合選
舉模式。  
 
22.  柯創盛議員察悉，同鄉社團界別分組的指明實體將包括

為該界別分組指明的 24 個團體，以及該等團體認定的縣級或縣
級以上同鄉社團。他關注到重新構建的選委會如何代表縣級以

下的同鄉社團，以及為何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並非上述其中一個

指明團體。他指出，香港有 130 萬名潮州人士，為數不少。
葉劉淑儀議員認為，不少選委會界別分組會收緊登記資格，

投票人的數目亦大幅減少。她察悉，不少資深業界成員 (例如
旅遊業的資深成員 )會被剔除選民資格。  
 
23.  政府當局表示，選委會界別分組的團體投票人根據 3 項
準則挑選，即 (a) 代表性、(b) 與相關界別分組是否有密切聯繫，
以及 (c) 有否遵守 "愛國者治港 "的原則。按照既定做法，在考慮
個別團體是否符合上述準則時，政府當局亦已徵詢相關政策局

和部門的意見。政府當局承認選委會的擬議組成涉及重大改

動，會加入多個新的選委會界別分組，並會削減部分其他界別

分組的席位，或將部分其他界別分組合併。此外，選委會界別

分組的選民將普遍不再包括個人投票人。政府當局解釋，重新

構建選委會的目的是確保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令選委會具有

更廣泛的代表性，以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體現香港的整體利

益。雖然政府當局理解到部分選委會界別分組/功能界別的擬議

新組成方式及選民基礎未必令所有委員和相關持份者滿意，但

當局籲請委員明白，完善選舉制度是為了確保 "一國兩制 "原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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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行穩致遠，以及提升香港特區的管治能力，從而確保香港

長遠繁榮穩定。政府當局回應馬逢國議員的提問時補充，在重

新構建選委會前，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界別分組一直是

唯一一個設有小組的界別分組，而所有其他選委會界別分組皆

已採用混合選舉模式。重新構建選委會旨在令各個選委會界別

分組的安排一致。  
 
24.  盧偉國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澄清，指明實體的附屬組織會

否有資格登記為投票人。他以香港工程師學會為例，詢問其分

部會否亦有資格投票。政府當局表示，除非法例明文規定，否

則指明實體的附屬組織將無權投票。就盧議員援引的例子，政府

當局指出，法例只指明香港工程師學會為工程界界別分組的指

明實體，因此其分部將無權投票。  
 
25.  鄭松泰議員質疑，如會廢除港九各區議會界別分組

(57 席 )及新界各區議會界別分組 (60 席 )，為何在選委會中應有分
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 (亦為根據
《基本法》第九十七條設立的 "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 ")的代表。  
 
26.  政府當局解釋，區議會並非唯一區域組織。由於區議會

近年變得政治化，而且一直沒有履行職能，妥善地就地區相關

事務向政府提供意見，因此有需要在選委會中以其他區域組織

取代區議會，令在地區層面形成的看法和意見得以妥善反映。

部分委員認同政府當局的意見，並促請政府當局檢討區議會的

組成和職能。  
 
27.  梁美芬議員歡迎引入擬議新的中小企業界界別分組，並

要求政府當局考慮亦在選委會中加入地產代理、美容及美髮、

保安、清潔和物業管理界，以及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士和海外返

港人士的代表。  
 
28.  政府當局表示，新設的擬議中小企業界界別分組會涵蓋

香港近半數私營機構僱員，引入該界別分組亦會有助令重新構

建的選委會具廣泛代表性，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和體現社會的

整體利益。  
 
29.  經檢視後，政府當局決定，為更準確反映政策原意及相

關界別的實際情況，當局會就會計界界別分組及酒店界界別分

組投票人的資格要求提出修正案：  
 

(a) 會計界界別分組：在《條例草案》中，根據《財務
匯報局條例》 (第 588 章 )註冊的公眾利益實體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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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不論有否在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之前的

3 年內承擔公眾利益實體項目，皆會成為該界別分
組的合資格投票人。為減低種票風險 (例如有關人
士只註冊但實際上沒有承擔任何公眾利益實體項

目 )，以及更準確反映政策原意，政府當局建議在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 569 章 )的附表加入
第 12(19B)條，訂明有關的註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
師必須在緊接提交投票人登記申請前的 3年內承擔
或進行公眾利益實體項目，方有資格登記為投票

人；及  
 
(b) 酒店界界別分組：在《條例草案》中，根據第 569 章

附表擬議經修訂的第 39H 條，酒店界界別分組合資
格投票人的資格要求，會包括須同時屬《旅館業

條例》 (第 349 章 )第 2(1)條所界定的持牌人，以及
有權在香港酒店業主聯會 ("該聯會 ")的大會上表決
的團體成員。該聯會反映，擬議條文未必符合業界

的實際情況，令其成員或因技術原因而不符合資格

登記為投票人。考慮到該聯會的章程已訂明只有營

運中的酒店的業主方可成為該聯會的成員，並在大

會上享有表決權，政府當局建議從《條例草案》刪

去擬議的 "持牌 "要求。透過在該聯會的章程中作出
規限，已能確保有關的成員與該界別分組有密切聯

繫。政府當局亦建議對第 542 章第 20O 條作出相同
的修正，該條文就旅遊界功能界別 6 的組成作出
規定。  

 
與當然委員相關的事宜  
 
30.  委員察悉，在重新構建的選委會中，所有全國人大代表

及全國政協委員皆屬選委會當然委員。然而，根據第 569 章附
表擬議新訂第 5I(2)條，如某全國人大代表或全國政協委員身兼
立法會議員，他/她須登記為立法會議員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

部分委員關注到，若該名全國人大代表或全國政協委員在

2021 年 12 月舉行的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中不尋求連任或未
能連任，而屆時分配予人大政協界界別分組的合共 190 個席位
又沒有空額，他/她會否喪失其選委會當然委員的席位，結果會

令有關人士最終在選委會沒有任何席位，因為他/她既不可在立

法會議員界別分組中登記，亦不可在人大政協界界別分組中

                                                 
6 根據政府當局提供的估計數字，旅遊界功能界別約有 300 名合資格選

民，實際選民數目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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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他們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容許有關人士揀選在該兩

個界別分組的其中一個登記，而非一開始便規定他/她須登記為

立法會議員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  
 
31.  政府當局表示，如某全國人大代表或全國政協委員同時

擔任另一界別分組 ("指明界別分組 ")(即人大政協界界別分組以
外的選委會界別分組 )某個指明職位，則他/她只可登記為該指明

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現時約有 230 名
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而人大政協界界別分組的席位

數目 (一如《基本法》附件一所訂 )會定為 190 個。因此，部分全
國人大代表或全國政協委員難免須在其他選委會界別分組

登記。  
 
32.  政府當局又表示，若有資格登記為當然委員的全國人大

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的總數，在扣除在指明界別分組登記的委

員的數目後，仍超出分配予人大政協界界別分組的席位總數 (即
190 席 )，則該等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可選擇在與他們
有密切聯繫的其他界別分組登記為當然委員。若一如上文所述

有全國人大代表或全國政協委員選擇在其他界別分組登記，則

該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席位會相應增加，而該界別分組經選舉

產生的委員席位則會相應減少。此外，在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

政協委員登記為相關界別分組的選委會委員後，在該屆選委會

任期內，每個界別分組的選委會當然委員數目及經提名或選舉

產生的選委會委員數目，應維持不變。政府當局指出，上述安

排反映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所訂相關規定的原則和目的。

全國人大代表或全國政協委員的所有登記必須由香港友好協進

會有限公司提交。  
 
33.  政府當局回應委員的提問時解釋，一般而言，在每個

選委會界別分組中擔任指明職位的人士 (即指明人士 )，可登記為
該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然而，若該指明人士擔任超過一個指

明職位，則該指明人士可指定在相關團體中擔任職位的另一人

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惟這項安排不適用於某些選委

會界別分組。  
 
34.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根據第 569 章附表的現有條文，
某選委會當然委員若不再擔任與該當然委員席位相關的職位，

會被當作已辭去選委會委員職位。另一方面，若某選委會委員

不再與選出他 /她的選委會界別分組有密切聯繫，他 /她會喪失

投票資格，但他 /她依然會名列於有關界別分組的投票人登記

冊，直至下次發表選委會委員登記冊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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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委員詢問，如有資格登記為當然委員的指明人士為主要

官員 (例如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會主席，該職位屬建築、測量、
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界別分組的指明職位 )，會出現哪些情況。政
府當局表示，如指明人士為主要官員、首長級人員、政務主任、

新聞主任、警務人員或任何其他以其公職身份擔任指明職位的

公務員，則該指明人士沒有資格登記為當然委員。一般而言，

相關團體的指明人士須指定在該相關團體中擔任職位的另一

人，登記為有關界別分組的當然委員。儘管法例並無訂明，但

初步構思是，作為良好的做法，主要官員會在切實可行範圍內

諮詢相關團體，然後指定另一人。  
 
宣誓要求及相關事宜  
 
36.  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會為選委會委員引入宣誓擁

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要求。當然委員提交登記表格

或獲提名人 (就提名產生選委會委員的選委會界別分組而言 )/參
選人 (就選舉產生選委會委員的選委會界別分組而言 )提交提名
表格時，他們應包括一項聲明，表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

保證效忠香港特區，該等提名表格方可視作有效。他們的姓名

(不論藉登記、提名或選舉 )在暫行委員登記冊上登記後，他們亦
須簽署書面誓言，示明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任何

人若不按規定作出誓言，將不獲納入選委會正式委員登記冊。  
 
37.  委員詢問如何決定某名選委會委員有否違反根據法律

作出的誓言。政府當局表示，《2021 年公職 (參選及任職 )(雜項
修訂 )條例草案》旨在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一百
零四條所作的解釋，按照該條例草案的建議，《條例草案》建

議律政司司長可以某名選委會委員違反誓言，或不符合擁護《基

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律要求和條件為理由，隨時對該名

選委會委員提出法律程序。一旦律政司司長以某名選委會委員

違反誓言，或不符合相關法定要求和條件為理由，展開相關法

律程序，該名選委會委員的職能即會被暫停。該名選委會委員

的姓名不得加入選委會正式委員登記冊，或須從選委會委員登

記冊刪除，直至原訟法庭所作的決定成為終局決定。然而，有

關的選委會委員有權向原訟法庭申請解除該項暫停。  
 
38.  委員亦關注到，若原訟法庭裁定某名選委會委員在上任

後違反誓言，會否影響該名選委會委員在之前所作的提名或投

票。政府當局表示，根據經修訂的第 569 章第 16(5)(e)及 (f)條和
第 26(1)(e)及 (f)條，若某人違反誓言，或不符合 (或被按照任何
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為不符合 )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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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要求和條件，該人會分別喪失在有關的選舉中提名候選人

或投票的資格。根據第 569 章擬議新訂第 16(5A)及 26(2)條，若
律政司司長根據第 569 章附表擬議新訂第 43A 條提出法律程

序，而該人作為選委會委員的職能根據第 569 章附表擬議第
43A(2)條被暫停，該人將喪失在有關的選舉中提名候選人或投票
的資格。  
 
39.  根據第 569 章現行第 16(6)條，任何選委會委員在喪失
提名候選人的資格前所作出的提名，並不因他/她其後喪失該資

格而受到影響。然而，第 569 章第 16(6)條不適用於下述情況：
若該名選委會委員在作出提名之後，法庭依據根據第 569 章附
表擬議第 43A 條提出的法律程序，宣布或裁定該名選委會委員
在作出提名之前已違反誓言，或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

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則有關提名應被視為該名選委會委員

喪失在有關的選舉中提名候選人的資格之後所作的提名。  
 
40.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如該選舉的任何候選人 (或任何
提名被裁定為無效的人 )認為該選委會委員在喪失提名候選人或
投票資格前所作的提名或投票，會構成令該選舉有具關鍵性的

欠妥之處，相關人士可提出選舉呈請。此安排與一般選民或投

票人在喪失提名候選人或投票的資格之後所作的提名或投票的

安排無異，以確保選舉公平。  
 
41.  此外，若某名選委會委員根據第 569 章附表擬議
第 43A 條喪失擔任選委會委員的資格，但繼續以選委會委員身
份行事，則法庭可授予禁制令，制止被告人如此行事，並命令

被告人向政府繳付一筆法庭認為適當的款項，款項須按該人在

喪失資格的情況下如此行事的次數計算，就每次而言款額不得

超逾 5,000 元。此安排與第 542 章第 73 條所訂立法會議員喪失
資格的現行安排一致。  
 
42.  政府當局表示，《條例草案》第 431 條亦建議為根據
第 569 章附表擬議第 43A 條提出的法律程序設立越級上訴機

制。不服原訟法庭判決的一方，若取得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的

上訴許可，可直接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 (而無須向高等法院上訴
法庭提出中級上訴 )。如針對原訟法庭的判決而申請上訴許可，
則須於原訟法庭頒下判詞當日後的 14 個工作日內向終審法院提
出。此安排有助法庭從速處理律政司司長以某名選委會委員涉

嫌違反誓言或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的法定要求和

條件為理由而提出的法律程序，從而確保法律程序可盡快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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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選舉委員會委員貪污  
 
43.  委員問及適用於選委會委員的防止貪污制度。政府當局

表示，憑藉第 569 章附表第 10 條，第 554 章現時適用及將會繼
續適用於在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中選委會委員的挑選及提名，

包括第 554 章所訂有關選舉開支的限制及披露規定。  
 
44.  鑒於政府當局建議在重新構建的選委會加入多個新的

選委會界別分組，應委員要求，當局已承諾與廉政公署合作，

加強教育和宣傳工作，以加深新設選委會界別分組的選民對選

舉法例和反貪污規管制度的認識。  
 
選舉委員會的召集人制度  
 
45.  政府當局表示，在選委會的召集人制度下，擔任國家領

導人的選委會委員將成為總召集人。總召集人可在選委會每個

界別指定數名召集人。總召集人負責在必要時召開選委會會

議，以處理有關事宜。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該新制度的詳情，

包括如何及在甚麼情況下可啟動新制度，以及何時會指定召

集人。  
 
46.  政府當局解釋，選委會的新召集人制度只會在特殊情況

下按需要向中央徵詢意見後啟動，以處理與選舉有關的事宜。

《條例草案》就本地選舉法例提出的擬議修訂不會涵蓋新制度

的運作，該新制度會以行政方式啟動。  
 
選舉委員會的任期  
 
47.  委員察悉，雖然根據第 569 章擬議經修訂的第 9 條，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組成的選委會，任期將於 2026 年 10 月 21 日
結 束 ， 但 下 屆 選 委 會 將 於 行 政 長 官 任 期 將 告 屆 滿 的 年 份

(即 2027年 )內的 2月 1日組成。委員關注到，在 2026年 10月 22日
至 2027 年 1 月 31 日期間會有 "真空期 "，這情況會產生問題，因
為在該段期間，立法會可能會進行補選，卻沒有選委會履行必

要的法定職能，即提名和選舉立法會議員。  
 
48.  政府當局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已收到中央的明確指示，

本《條例草案》所制定的法例修訂應只指明下一屆選委會的任

期。至於選委會的日後安排，據了解，中央將於適當時候作出

另一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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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委員提出應否廢除第 569 章第 9(2)條，以便可彈性處理
下一屆選委會的任期。政府當局經考慮後不建議作出修正，因

為當局認為應維持在 2 月 1 日組成選委會的一貫安排，從而為
選委會的組成日期提供更大的確定性，有利有關各方及早為行

政長官選舉作出準備。  
 
50.  考慮到選委會的新職能包括提名及選舉立法會議員，以

及選委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與立法會換屆選舉可能在不同年份

舉行，部分委員建議在立法會換屆選舉前舉行選委會界別分組

補選。政府當局參考現行第 569 章的規定，即應在行政長官補
選前舉行選委會界別分組補選，以填補選委會的空缺，政府當

局建議修正第 569 章附表第 4 條，指明若立法會當屆任期的完
結日期與選委會的組成日期或舉行選委會界別分組補選的日期

相隔超過 12 個月，則應在立法會換屆選舉之前舉行選委會界別
分組補選。  
 
 
訂定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及相關事宜 

 
51.  委員察悉，行政長官候選人將須獲得不少於 188 名選委
會委員的提名，並在選委會 5 個界別中每個界別取得不少於
15 名委員的提名。每名選委會委員只可提名一名候選人。行政
長官將由選委會委員一人一票不記名投票選出。候選人將須獲

得超過 750 票才能當選，而候任行政長官將須由中央人民政府
任命。  
 
52.  委員詢問，正如《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行政長官選舉 )規
例》 (第 554A 章 )擬議第 2 條所訂，行政長官選舉的選舉開支上
限由 2022 年 3 月 27 日之前的 15,700,000 元增至該日或之後的
17,600,000 元，大幅增加選舉開支上限的理據為何。政府當局解
釋，2022 年 3 月 27 日是預期舉行下屆行政長官選舉的日期。擬
議修訂的目的是將下屆行政長官選舉的選舉開支上限調高約

10.28%(由 2017 年起計算的累積價格調整 )，由 2022 年 3 月 27 日
起生效。  
 
 
更新立法會的組成及其產生辦法  
 
新的立法會組成  
 
53. 委員察悉，根據經修改的《基本法》附件二，立法會將

由 90 名議員組成，其中 40 名由選委會界別選出，30 名由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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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選出，其餘 20 名由分區直選選出。新的立法會組成載於立
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附件 F。  
 
選委會界別  
 
54. 根據《條例草案》，立法會選委會界別的選民基礎將由

1 500 名選委會委員組成，他們將投票選出 40 名立法會選委會
界別議員。選委會正式委員登記冊將於 2021 年 10 月 22 日公布。 
 
功能界別  
 
55. 功能界別的 30 個議席將由 28 個立法會功能界別
選出。 7 部分功能界別的組成及選民基礎將有所改變，詳情載於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附件 G。其中，新增 3 個功能界別各會選
出一個議席，詳情如下：  
 

(a) 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
國政協委員及有關全國性團體代表界 ("全國人大、
全國政協及有關全國性團體代表界 ")；  

 
(b) 商界 (第三 )；及  
 
(c) 科技創新界 (取代現有的資訊科技界功能界別 )。  

 
與此同時，現有的區議會 (第一 )功能界別和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
別將被廢除，而現有的醫學界功能界別和衞生服務界功能界別

將會合併為醫療衞生界功能界別。鑒於中醫業對香港的重要

性，醫療衞生界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將會包括來自中醫業界的

代表。  
 
56. 此外，根據《條例草案》，以下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只

會包括團體選民： 

 

(a) 地產及建造界；  
 
(b) 商界 (第二 )；  
 
(c) 工業界 (第一 )；  
 
(d) 金融服務界；  

                                                 
7 勞工界功能界別會繼續選出 3 名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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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f) 進出口界；  
 
(g) 紡織及製衣界；  
 
(h) 批發及零售界；及  
 
(i) 飲食界。  

 

政府當局同時建議修訂上文 (e)至 (i)項功能界別，以及漁農界功
能界別、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和旅遊界功能界別的組成。 8 詳情
載於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附件 G。  
 
地方選區  
 
57.  根據經修改的《基本法》附件二，地方選區的數目將由

5 個增至 10 個 (各選區的名稱、劃界及《條例草案》第 4 部中的
獲批准地圖載於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附件 H)，每個地方選區將
選出 2 名議員。地方選區將採用簡單或相對多數制 (亦稱為 "得票
最多者當選 "投票制 )選出共 20 名議員。每名選民可在選票上投
票給一名候選人，在每個地方選區得票最多的兩名候選人，將

獲選為該選區的議員。  
 
就成為選舉委員會界別候選人的資格規定 (例如國籍 )提出的關
注事項   
 
58.  委員提到《基本法》第六十七條及經修改的《基本法》

附件一，並詢問如某人並非中國公民，而且在外國有居留權，

該人可否成為選委會委員及 /或獲提名為經選委會選出的立法

會議員的候選人。  
 
59. 政府當局表示，為確保選委會具有廣泛代表性及達致均

衡參與，選委會委員無須是沒有外國居留權的中國公民，但他

們必須是愛國者。政府當局會規定選委會委員須宣誓，確保他

們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然而，由選委會選出的立

法會議員須受《基本法》第六十七條規限。該項條文訂明，立

法會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

組成。目前，第 542 章第 37(3)條列出非中國籍或在外國有居留

                                                 
8 政府當局表示已借今次更新工作的機會剔除自上次更新工作後已停止

運作的團體，以及更新自上次更新工作後已改名的團體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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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參選的 12 個功能界別 9議席。現行的安

排容許立法會吸納不同人才，反映香港的包容及多元文化，讓

非中國籍人士繼續對香港作出貢獻，並有助維持香港作為一個

國際都會的形象。  
 
60.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雖然根據經修改的《基本法》附

件二，立法會的議席數目將由 70 個增至 90 個，但政府當局不
建議把非中國籍或在外國有居留權的議員所佔的議席數目增至

18 個 (即 90 席的 20%)。政府當局指出，事實上，香港特區政府
於 2010 年就 2012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進行政制改革，把立法會
議員人數由 60 名增至 70 名時，都沒有增加非中國籍或在外國
有居留權的議員的議席數目。政府當局建議，現時的修訂應參

照在 2010 年採取的做法，把非中國籍或在外國有居留權的議員
的議席數目上限維持在 12 個。至於選委會界別，政府當局解釋，
若容許非中國籍或在外國有居留權的人獲提名為選委會界別的

候選人，便可能出現選委會界別 40 名當選議員中部分在外國有
居留權的情況，或會有違《基本法》第六十七條的規定。因此，

選委會界別的候選人必須為中國籍及在外國無居留權。  
 
61. 委員進一步詢問，選委會界別的候選人是否必須為選委

會委員。政府當局表示，一般而言，任何已登記的地方選區選

民均可獲提名為選委會界別的候選人。由選委會界別選出的

40 名立法會議員無須是選委會委員，甚或是任何選委會界別分
組的選民。有關設計旨在確保選委會界別議員能代表香港社會

不同界別及階層，以及讓有志從政的愛國者可以成為立法會

議員。  
 
功能界別的組成  
 
62. 張宇人議員關注第 542 章擬議經修訂第 20ZA 條所訂飲
食界功能界別的新組成。他注意到，個人選民不再能在飲食界

功能界別登記為選民，而團體則須符合下述兩項規定，方合資

格在該功能界別登記： (i)屬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 章 )發出的食物業牌照的持有人；及 (ii)有權在香港餐務
管理協會有限公司、現代管理 (飲食 )專業協會有限公司或香港飲
食業聯合總會有限公司的董事會/董事局表決。有鑒於此，他擔

心若干與飲食界功能界別有密切聯繫，但只符合上述兩項規定

其中一項的團體，將不合資格登記為選民。舉例而言，飲食業

某些大公司旗下設有多間持有所需食物業牌照的附屬公司，
                                                 
9 該 12 個功能界別為：法律界；會計界；工程界；建築、測量、都市規

劃及園境界；地產及建造界；旅遊界；商界 (第一 )；工業界 (第一 )；金
融界；金融服務界；進出口界；以及保險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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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該等大公司有權在第 542章擬議經修訂第 20ZA條所訂的組
成團體的董事會/董事局表決，但本身並不持有該等牌照。政府

當局察悉他的關注，並強調政府當局在決定各個功能界別的選

民基礎時，已顧及每個功能界別的獨特性及代表性，以及香港

的實際情況。  
 
63. 考慮到飲食界功能界別最新估算的合資格選民人數較

少 (即 140 個 )，政府當局建議進一步修正第 542 章擬議
第 25(3)條，把飲食界功能界別列為其中一個須優先進行選民登
記的功能界別。 10 
 
地方選區劃界及地方選區命名  
 
64.  委員就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若干地方選區的劃界提
出關注，並要求政府當局解釋在劃界時所考慮的因素。委員以

沙田區為例，指出 "第一城 "與 "愉田苑 "，以及 "欣廷軒 "與 "愉翠
苑 "皆為毗鄰的社區，現在卻分別歸入兩個不同的地方選區，即
"新界東北 "及 "新界東南 "地方選區。他們關注把沙田區分割成兩
個地方選區，在投票日會否令選民感到混亂。  
 
65.  政府當局解釋，10 個立法會地方選區的擬議分界，是以
選管會建議並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的 2019 年區議會一
般選舉的選區分界為基礎。當局在劃定擬議地方選區的分界時

已依循選管會採用的準則，確保每個地方選區均由若干毗連及

完整的區議會選區組成，而每個地方選區的預計人口不會偏離

所得數目 (即標準人口基數乘以從該地方選區中選出的議員人
數 )超過 15%。 11社區獨特性、地方聯繫的維持及有關區域的自

然特徵亦為考慮因素。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由於地方選區的

總數將由 5 個增至 10 個，某些行政區內的部分區域難免須被分
割及納入兩個不同的擬議地方選區分界之內，從而取得恰當的

平衡，把影響減至最少。然而，政府當局強調，在有關建議中，

並無區議會選區被分割。   
                                                 
10 因應部分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較小，《條例草案》建議，如個人 /團體

選民同時符合資格在若干功能界別登記 (即 (1)鄉議局；(2)全國人大、全
國政協及有關全國性團體代表界； (3)漁農界； (4)保險界； (5)航運交通
界；(6)金融界； (7)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及 (8)科技創新界 )及任何
其他功能界別 (鄉議局功能界別除外 )，則該個人 /團體只可在上述的若

干功能界別登記，而不能在任何其他功能界別登記。上述 8 個功能界別
為須優先進行選民登記的功能界別。  

 
11  標準人口基數指將香港預計人口數字除以從所有地方選區中選出的議

員總數所得之數，即 379 010。所得數目即把標準人口基數乘以從該地
方選區中依據選舉法選出的立法會議員人數所得的數目。故此，所得數

目為 379 010 x 2 = 758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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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委員關注在選舉日，擬議地方選區的劃界會否令地方選

區選民感到混亂。政府當局回應時指出，選民獲編配的投票站、

其地址及位置圖均會清楚在投票通知卡顯示，所以選民應不難

確定編配給他們的投票站的位置。此外，為了取得最方便選民

的場地用作投票站，《條例草案》建議賦權總選舉事務主任規

定收取政府補助的學校及非政府機構提供其處所在公共選舉中

用作投票站及/或點票站。  
 
67.  部分委員認為，5 個重新構建的新界地方選區的名稱難
記。他們建議把有關名稱修訂為 "新界東 "、"新界南 "、"新界西 "、
"新界北 "及 "新界中 "。政府當局解釋，擬議名稱以選區的相應地
理位置為依據，方便選民理解他們所屬的地方選區。最重要的

是，選舉事務處會按照新的地方選區劃界，在投票日之前向選

民發出投票通知卡。投票通知卡將清晰顯示選民所屬的選區、

投票站的名稱及地址，令選民不會感到混亂。政府當局補充，

由第八屆立法會的換屆選舉起 (即自 2025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開
始 )，選管會將繼續按照《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 541 章 )的
現行條文，履行其檢討地方選區分界的法定職能，包括作出臨

時建議以諮詢公眾，繼而提交正式建議，供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通過。選管會在日後的劃界工作中會適當地考慮及反映社

會的意見。  
 
指明選舉委員會委員可以多重身份在多於一份提名表格上簽署

為提名人   
 
68.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條例草案》的相關規定，雖然每

名選委會委員可以其不同身份提名候選人，但選委會委員將不

能以其不同身份在功能界別或地方選區選舉中提名不同候選

人。然而，部分委員認為不應限制選委會委員以其不同身份在

地方選區及功能界別提名不同候選人。舉例而言，選委會委員

可以選委會委員身份在任何地方選區提名一名候選人，並以地

方選區選民身份在其所屬地方選區提名另一名候選人。經考慮

委員的意見後，政府當局建議在《條例草案》剔除相關限制，

以致每名選委會委員將能在最多 5 份提名表格上簽署為提名
人。 12 具體安排載於附錄 VI。  
  

                                                 
12 若某名選委會委員同時是團體選民的獲授權代表，該名選委會委員可以

獲授權代表身份在額外一份提名表格上簽署為提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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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在候選人去世或喪失資格後終止地方選區及功能界別選舉

程序的要求   
 
69.  委員關注到第 542 章擬議新訂第 42C 條，該條文訂明，
如在某地方選區或功能界別的選舉提名期結束後但在選舉日期
之前，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已去世，或喪失獲提名為候選人的
資格，選舉主任須宣布選舉程序終止 ("擬議終止安排 ")，而其中
一個結果是，其他候選人將因選舉程序終止而無權獲得資助。

委員認為，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可能會試圖破壞立法會地方選區/

功能界別選舉，派出大有可能喪失獲有效提名資格的人士

參選，目的是啟動擬議終止安排。該等委員要求政府當局修正

相關條文，訂明如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在提名期結束後但在選

舉日期之前已去世或喪失資格，地方選區和功能界別的選舉程

序將繼續進行。委員進一步察悉，除上述條文外，第 542 章經
修訂的第 46A(1)及 (2)條亦訂明，如在選舉當日但在選舉投票結
束前，地方選區、功能界別或選舉委員會界別獲有效提名的候
選人已去世或喪失當選資格，有關選區或選舉界別的選舉程序

須終止。委員認為，基於相同的考慮，當局亦應修正第 542 章
第 46A(1)及 (2)條的規定。  
 
70.  政府當局解釋，參考功能界別選舉自 1999 年以來的安
排，第 542 章擬議經修訂的第 42C 條訂明，如在某地方選區的
選舉提名期結束後但在選舉日期之前，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已

去世或喪失資格，選舉主任須按照根據第 541 章訂立並正有效
的規例，公開宣布該選區的選舉程序終止。此條文的政策原意

主要是，在 "雙議席單票制 "下，選民可能因為其地方選區有候選
人在提名期結束後但在選舉日期之前已去世或喪失資格而失去

選擇的機會。因應委員的關注，政府當局建議修正相關條文，

訂明如地方選區及功能界別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在提名期結束

後但在選舉投票結束前已去世或喪失資格，有關的選舉程序不

會終止。因應此項安排，政府當局亦建議對其他選舉法例作出

相應修訂，以落實有關安排。  
 
優化在選舉委員會界別中央投票站的投票及點票安排  
 
71.  政府當局表示，雖然《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立法
會 )規例》(第 541D 章 )擬議第 30(4)(ab)條容許總選舉事務主任指
定同一個投票站為選委會界別投票站，以及 10 個地方選區和
28 個功能界別選民的投票站，但由於在選委會界別投票站內每
個地方選區的選民人數極可能少於 500 人，有可能影響投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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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性。13 故此，政府當局認為不應在中央點票站點算選委會委
員所投的地方選區選票。為保障投票的保密性，政府當局需在

投票結束後，把 10 個地方選區投票箱送往相應地方選區的大點
票站，與大點票站的選票混和後再一併點算。不過，若在某地

方選區的投票箱內發現另一地方選區的誤投選票，情況可以十

分混亂，現行的法例框架亦沒有就此情況訂明誤投選票的處理

方法。儘管如此，若政府當局在投票站內放置一個地方選區投

票箱，現行的法例框架並不容許政府當局在投票結束後，把投

票站內的地方選區選票按 10 個地方選區分類。 14 15 
 
72.  政府當局在徵詢選舉事務處後建議修訂相關條文，容許

在選委會界別投票站內放置一個地方選區的投票箱，以供 10 個
地方選區的選民投放選票，並同時指定選委會界別投票站為選

票分流站。在投票結束後，政府當局會先安排把選委會界別投

票站內 (即選票分流站 )的地方選區選票按 10 個地方選區分類，
再運送到相應地方選區的大點票站與該票站的地方選區選票混

和後再一併點算。政府當局認為此安排可保障投票的保密性，

同時確保及早發現誤投選票，以免把這些選票錯誤運往另一地

方選區，並有需要運返正確地方選區的大點票站點算，繼而可

能引致延誤。  
 
 
組成團體的團體成員登記為團體投票人/選民的資格  
 
73.  政府當局回應委員的提問時解釋，一般而言，某選委會

界別分組中的組成團體的合資格團體成員數目已在這些組成團

體的章程中清楚界定，而為界定該界別分組的組成，上述數目

若有更改，必須經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批准。就未有在章程

中列明合資格團體成員數目的組成團體而言，政府當局會要求

這些組成團體根據其現行章程，提供截至 2021 年 4 月 14 日
(即《條例草案》的首讀日期 )的合資格團體成員名單。若該名單
其後在沒有合理解釋的情況下有重大變動 (例如有關組成團體的

                                                 
13 根據現行選舉法例，總選舉事務主任必須指定供分配予少於 500 名選民

投票的投票站為一個小投票站，而小投票站的選票必須運往大點票站與

其他選票混和再作點算，以保障投票保密性。  
 
14 第 541D 章第 28(1)(c)條訂明，選票分流站只可接收來自專用投票站的

地方選區選票，以作分類。  
 
15 一直以來， 28 個功能界別均使用同一個投票箱，而投票箱內的選票會

運往中央點票站先按不同功能界別分類才作點算，因此不需在選票分流

站作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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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團體成員數目突然增加 )，政府當局會考慮透過修訂法
例，撤銷有關組成團體在相應的選委會界別分組的資格。  
 
74.  委員關注到，某些組成團體有權在其轄下委員會上表決

的團體成員，為數較其他組成團體這類團體成員多 (即有資格登
記為投票人的團體成員較多 )。他們詢問這會否令相關選委會界
別分組的投票權分布不均。政府當局解釋，作為一般原則，有

權在組成團體的理事會或執行委員會等表決的團體成員，便有

資格登記為相關選委會界別分組的投票人。雖然政府當局並無

計劃限制組成團體擁有此類表決權的團體成員數目，但一如在

前段所解釋，在《條例草案》獲通過時，受這些組成團體各自

的章程所約束，這些組成團體這類團體成員的數目便會固定。  
 
75.  委員詢問，如組成團體的董事會/理事會/會董會等有職

位出缺，該組成團體應如何處理，因為擔任這些職位的團體成

員是某些界別分組 /功能界別的合資格投票人 /選民。政府當局

表示，物色人選填補董事會 /理事會 /會董會等的出缺職位等內

部事務，會由組成團體自行處理。  
 
76.  政府當局回應委員的問題時確認，第 542 章中的 "團體 "
選民指 "團體 "，當中包括屬法團或不屬法團的組織，例如公司和
合夥組織。  
 
 
團體投票人/選民的獲授權代表  
 
77.  委員亦詢問，代表超過一名合資格團體投票人的個人可

否多重投票。政府當局表示，某名個人如獲某選委會界別分組

的一名團體投票人委任為獲授權代表，他/她只可代表該團體投

票人投票。每名個人在同一時間只可擔任一名團體投票人的獲

授權代表。  
 
78.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現行第 542 章第 26(2)條及
第 569 章附表第 13(2)條分別訂明成為團體選民及團體投票人的
獲授權代表的要求和資格，其中一項要求為該自然人須與有關

的團體選民/投票人有密切聯繫，方有資格獲委任為有關團體的

獲授權代表。委員要求在法例中明確規定，獲授權代表須由團

體選民/投票人的管理單位委任。經考慮委員的意見，政府當局

同意就《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以清楚訂明有關規定。  
 
79.  委員問及成為選委會界別分組 /功能界別的合資格團體

投票人/選民須持續運作滿 3 年的要求。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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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團體的獲授權代表 (可以是公司的董事會成員 )可每年更
換，但只要團體在取得有關界別分組/功能界別的相關資格後持

續運作不少於 3 年，便不會影響團體本身的資格。  
 
80.  在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作出查詢後，政府當局進一步澄

清，所規定的 3 年持續運作期會由取得有關選委會界別分組/功

能界別的相關資格後開始計算，即擬議團體選民/投票人必須在

取得相關牌照及 /或成為相關組織的團體成員後持續運作滿

3 年。因此，政府當局亦確認，《條例草案》已指明所規定的
3 年持續運作期的相關開始日期的計算基礎。  
 
 
立法會的法案及議案表決程序  
 
81.  委員察悉，根據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二，立法會會

對議案、法案或修正案的表決採取下述程序：政府提出的法案

及議案，如獲得出席會議的全體立法會議員的過半數票，即為

通過。立法會議員個人提出的議案、法案或對政府法案的修正

案，均須分別獲得以下兩部分出席會議議員各過半數票，方為

通過：  
 

(a) 選委會界別選舉產生的議員；及  
 
(b) 功能界別選舉和地方選區選舉產生的議員。  

 
同一附件亦訂明，上述的法案及議案表決程序自 2021 年
3 月 31 日起施行，原附件二及有關修正案不再施行。  
 
82.  委員察悉，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二第七條所訂立法

會議員提出的法案及議案的新分組表決程序，可解釋為已自

2021 年 3 月 31 日起生效，但立法會《議事規則》 (特別是
第 46(2)條 )並無作相應修訂。16 部分委員擔心，未有根據經修訂
的附件二採取新的分組表決程序，以及立法會在有關的過渡期

內根據現有《議事規則》第 46(2)條就立法會議員提出的法案及
議案所作的決定，可能會受到司法挑戰。  
 
83.  政府當局表示，儘管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二已自

2021年 3月 31日起生效，但有關的立法原意非常清晰，就是全國

                                                 
16 根據《議事規則》第 46(2)條，由議員提出的議案或法案，或議員對任

何議案或法案提出的修正案，須分別獲下述兩部分出席會議議員各過半

數票，方為通過： (a)  功能界別選舉產生的議員 (第 I 部分 )；以及 (b) 地
方選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 (第 II 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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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附件二的修訂關涉第七屆及以後各屆

立法會，因此應不會影響現屆立法會處理事務。  
 
 
修訂選民登記安排  
 
84.  政府當局表示，鑒於選委會界別分組及功能界別的組成

有重大改動，政府當局需要進行選民登記工作，以編製選民登

記冊供在未來多場公共選舉中使用。由於現時正值 2021 年選民
登記周期 (該周期已在 2020 年 5 月 3 日展開 )，政府當局需要就
2021 年選民登記周期制訂特別安排，例如指明特別選民登記
限期、修訂提出申索和反對的安排，以及指明發表不同選民登

記冊的日期。因應就日後各場公共選舉編定的日期，政府當局

亦須修訂恆常的選民登記程序，詳見於下表。  
 

選民登記限期  現行選民登記  
限期  

(非區議會選舉年) 

2022 年及以後
的恆常限期  

 
(1) 提交更改登記資料

申請  
4 月 2 日  6 月 2 日  

(2) 提交新登記申請  5 月 2 日  6 月 2 日  
(3) 選民回覆查訊信以保

留其選民登記資格  
5 月 2 日  6 月 2 日  

(4) 發表臨時選民登記
冊及取消登記名單  

6 月 1 日  8 月 1 日  

(5) 提出申索及反對期  6 月 1 日至 25 日  8 月 1 日至 25 日  
(6) 發表正式選民登記冊  7 月 25 日  9 月 25 日  

 
特別選民登記限期、就處理申索和反對建議的新安排、在 2021 年
發表不同選民登記冊的時間，以及 2022 年以後的恆常選民登記
周期的詳細資料，載於附錄 VII。  
 
85.  委員強調，對於有資格在新設立或登記資格已予修改的

選委會界別分組和功能界別登記的個人和團體，以及不再有資

格在其原有選委會界別分組/功能界別登記，但符合資格在其他

選委會界別分組 /功能界別登記的選民 /投票人，政府當局應讓

其有足夠時間提交選民登記申請。政府當局承認，在完善選舉

制度後，選委會界別分組和功能界別的組成有重大改動。為了

讓上述個人和團體有更多時間處理其選民登記事宜，政府當局

建議進一步就《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將特別選民登記限期

由 2021 年 6 月 14 日延展至 7 月 5 日。新符合資格及受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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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 /投票人可在相關法例因應《條例草案》獲通過而生效後及

不遲於 2021 年 7 月 5 日，提交選民登記申請。其他選民登記程
序的日期亦會作相應修訂，詳見於下表  —  
 
選民登記法定限期  2021 年的特別安排  

選委會界別分組  地方選區/功能界別  
原建議  委員會  

審議階段  
修正案  

("修正案") 
 

原建議  修正案  

(1) 提 交 更 改 登 記 資
料申請  
(不包括更改登記
住址 ) 

6月 14日  7 月 5 日  6 月 14 日  7 月 5 日  

(2) 提交新登記申請  6月 14日  7 月 5 日  6 月 14 日  7 月 5 日  
(3) 受 影 響 選 民 回 覆
查 訊 信 以 保 留 其

選民登記  

不適用  不適用  8 月 14 日  9 月 19 日  

(4) 發 表 臨 時 選 民 登
記 冊 及 取 消 登 記

名單  

6月 27日  7 月 18 日  9 月 13 日  
 

9 月 26 日  

(5) 提出申索及反對期
(2021 年的所有申
索 及 反 對 個 案 僅

會 以 書 面 陳 詞 形

式處理，不設聆訊 ) 

6月 27日
至  

7 月 1 日  
(5 天 ) 

7 月 18 日
至  

7 月 22 日  
(5 天 ) 

9 月 13 日
至  

9 月 25 日  
(14 天 ) 

9 月 26 日  
至  

10 月 9 日  
(14 天 ) 

 
(6) 發 表 正 式 選 民 登
記冊  

7月 25日  8 月 5 日  10月 25日  10月 29日  

 
86.  此外，由於會在 4 個選委會界別分組 (即會計界、中
醫界、法律界及科技創新界界別分組 )加入經提名產生的選委會
委員，又鑒於只有數目有限的人士可能有資格獲提名為這 4 個
界別分組的選委會委員，為利便這 4 類人士及時登記為地方選
區選民，使他們有資格獲提名為相關界別分組的選委會委員，

政府當局亦建議將 2021 年 7 月 5 日這個特別選民登記限期的適
用範圍，擴大至涵蓋這些人士。  
 
87.  部分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重開選民登記，以在《條例

草案》獲通過後接受登記為新投票人 /選民的申請。政府當局

解釋，因應完善選舉制度及舉行上述各場選舉的時間表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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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迫，政府當局計劃重開選民登記，但只接受因選舉制度改變

而新符合資格在選委會界別分組 /功能界別登記的個人和團體

的申請，以及不再有資格在其原有選委會界別分組/功能界別 (包
括會被廢除的區議會 (第二 )功能界別 )登記的現有投票人 /選

民，在任何其他選委會界別分組/功能界別登記的申請 (如他們有
此資格 )。若重開選民登記以普遍接受所有登記為新選民的申
請，與選民登記相關的工作量將會大增，而 2021 年立法會換屆
選舉的正式選民登記冊未必能在有關的提名期展開前及時發

表。政府當局向委員保證，在有關建議下，政府當局會預留足

夠時間，讓新符合資格及受影響的投票人/選民申請就其選民登

記作出必要的更改。 
 

88.  委員關注到，部分現有選民/投票人未必留意到 2021 年
的特別選民登記安排，因此或會錯過特別選民登記限期。委員

要求政府當局以容易理解的方式提供所需資料，並協助有資格

登記為選委會界別分組 /功能界別的投票人 /選民的個人及團

體，以便其辦理選民登記。應委員的要求，政府當局已就特別

選民登記安排提供補充資料 (立法會 CB(4)921/20-21(01)號
文件 )，供委員參閱。  
 
89.  政府當局表示，選舉事務處在諮詢選管會後，會將新指

引及選民登記表格上載到該處的網站。選舉事務處會致力確保

這些指引所提供的資料盡量簡明清晰。在《條例草案》獲通過

後，政府當局會加強宣傳 2021 年的特別選民登記安排，包括就
合資格的個人和團體所建議的特別選民登記限期。選舉事務處

亦會提供協助，以便有關的個人和團體辦理選民登記。  
 
90.  委員亦問及就選民登記資格提出反對的程序。政府當局

表示，一般而言，任何人皆可在指明期間內就選委會界別分組/

功能界別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臨時選民登記冊中的記項，向選

舉事務處提出反對。此類反對個案會轉交本身為司法人員的審

裁官作出裁決。就 2021 年選民登記工作而言，《條例草案》旨
在簡化相關程序，令申索和反對程序只會以書面陳詞形式

進行，而無須經過口頭聆訊程序。  
 
 
更新成為行政長官選舉、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及立法會選

舉的候選人的資格 

 
新的候選人資格審查機制  
 
91.  委員察悉，按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二，行政長

官選舉、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及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的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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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將由新設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資審會 ")審查及確認。資審會的主席及成員將由行政長官藉憲
報公告委任。  
 
92.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依照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

和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國家安全委員會 ")
須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的審查情

況，就候選人是否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作出判斷，並就不符合上述法定要求和條件的候選

人向資審會發出審查意見書。  
 
93.  鑒於資審會的憲制地位，以及其在候選人資格審查機制

中承擔的重要職能，委員提議香港特區政府把資審會的組成報

中央人民政府備案。政府當局接納該項提議，並建議修正《條

例草案》第 383 條，在第 569 章第 9A(6)條明確訂定此項要求。 
 
94.  委員察悉，根據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對資審會根據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委會委員

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和立法會議員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

定，不得提起訴訟。《條例草案》第 327 及 391 條原來的草擬
方式只建議，就基於指明理由提出呈請以質疑行政長官選舉或

立法會選舉而言， "選舉 "(包括資審會的決定 )將須在《基本法》
附件一及二的規限下予以解釋。因應委員的提議，政府當局建

議修正《條例草案》，在第 569 章加入新訂第 9B 條及在第 542 章
加入新訂第 3B 條，訂明 "按照《基本法》附件一/二，對資審會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選

舉委員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或立法會議員候選人資格確認

的決定，不得提起訴訟。 " 
 
95.  政府當局在回應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的查詢時確認，

"訴訟 "包括選舉呈請、司法覆核及任何形式的法律挑戰。  
 
96.  委員詢問，就不論是因國家安全理由還是任何其他原因

而被資審會取消資格的候選人而言，會否向他們提供取消資格

的原因和/或為自己抗辯的機會，以符合程序公義。行政當局表

示，若資審會基於國家安全原因作出決定，資審會只會在提名

表格中表明其決定是基於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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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順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組成及職權  
 
組成  
 
97.  《條例草案》第 383 條訂明，資審會由主席和 2 至 4 名
其他成員組成，他們全部均須為依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 (五 )
項任命的主要官員。行政長官經考慮社會上的意見後，在 2021 年
4 月 13 日的記者會上公布有意把資審會的組成擴大至包括愛
國、獨立和非政治性的人士，以進一步增加資審會的公信力。

委員普遍支持有關計劃。廖長江議員認為委任 3 名社會人士加
入資審會較為理想。經考慮後，政府當局建議動議修正案，將

資審會成員人數上限由 5 人增至 8 人，並規定行政長官除了委
任主席及 2 至 4 名官守成員外，亦須委任 1 至 3 名非官守成員。 
 
98.  部分委員就如何防止資審會成員貪污表達關注。政府當

局回應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的查詢時確認，由於所有資審會成

員將由行政長官委任，因此資審會將是《防止賄賂條例》

(第 201 章 )第 2 條所指的 "公共機構 "。 17 雖然第 201 章第 2 條中
"訂明人員 "的定義只包括 "任何按照《基本法》委任的政府主要
官員 "，但由於資審會將屬公共機構，其成員 (包括非官守成員 )
將被視為第 201章第 2條中 "公職人員 "的定義 (a)段 18所指的公職

人員。換言之，第 201 章就 "公共機構 "及 "公職人員 "所訂的反貪
制度將適用於資審會及其成員。  
 
99.  另一方面，為了更準確反映《決定》及經修訂的《基本

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所提述的資審會是同一委員會的事實，政

府當局建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262(5)及 80(16)條 (即第 542 章
擬議第 3(1)條及第 541D 章擬議第 2(1)條 )，以致只會在第 569 章
下為施行《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而成立一個資審會。  
 
100.  委員關注到，由屬行政長官下屬的主要官員以資審會成

員的身份審查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的資格，可能會引起利益衝

突。部分委員關注到，獲委任的主要官員亦會負責審查尋求連

任的現任立法會議員，特別是以往曾批評部分主要官員的

                                                 
17 根據第 201 章第 2 條的定義， "公共機構 "包括 "(e) 由行政 長官 或行 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委出，或由他人代行政長官或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委出的各類委員會或其他機構，不論該委員會或機構是否獲得酬勞 "。  
 

18 根據第 201 章第 2 條中的釋義，公職人員 (public servant)指訂明人員，
及公共機構的僱員，如該公共機構  — 不屬本定義 (aa)、 (b)或 (c)段所指
的公共機構，亦指其成員；…… 

 



 

- 30 - 

議員。這些委員擔心，如該等議員尋求連任，他們被資審會審

查時會否受到不公平對待。他們亦詢問，如某名主要官員屬資

審會成員，他 /她宣布有意參加行政長官選舉的安排如何。

鄭松泰議員質疑為何不在《條例草案》中明確訂明，資審會的

主席及成員不可參加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會選舉。他進一步關

注到，雖然行政長官早前已表明，若她尋求連任，她會避席，

不參與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相關討論，但此項安排沒有在《條例

草案》中明確訂明。政府當局表示，由於行政長官早前已公開

表明上述安排，因此如有關情況出現，便會作出上述安排。故

此，委員無須擔心行政長官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會引起任

何利益衝突。  
 
101.  政府當局表示，由於主要官員具備豐富的行政經驗和承

受外國制裁的政治決心，並獲中央信任會持守 "愛國者治港 "的原
則，因此認為主要官員是獲委任為資審會成員的適當人選。立

法會議員的批評並不會影響他們客觀及不偏不倚地履行資審會

職能的工作。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若主要官員決定參加公共

選舉，他/她將須辭職。  
 
102.  鄭松泰議員察悉，政府以外的社會人士會獲委任為資審

會非官守成員。他對資審會處理的資料的保安措施表達關注，

因為資審會成員會取得機密資料，例如有關國家安全的資料。  
 
103.  政府當局表示，符合資格獲委任加入資審會的社會人

士，將會是社會上有聲望、長期服務社會，並熟識香港特區政

府運作的人士。他們亦須是愛國者，因為他們將須判斷候選人

是否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

政府當局會作出適當的行政安排，以確保所有資審會成員均須

遵守保密規定。  
 
資審會和選舉主任的分工  
 
104.  按照《條例草案》中的相關要求，雖然資審會將負責決

定候選人的提名是否有效，但資審會在決定某人的提名是否有

效後，須將其決定通知相關的選舉主任，而選舉主任須作出相

關行政安排，在憲報刊登公告，載述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詳

情。考慮到資審會在候選人資格審查機制中承擔的重要職能，

有意見認為應由資審會而非選舉主任在憲報刊登有關獲有效提

名的候選人的公告。就此，政府當局建議修正《條例草案》的

相關條文 (例如第 386(2)及 (3)條 )，訂明資審會須負責在憲報刊登
公告，確定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按此原則，政府當局建議，

若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在投票日之前喪失資格，則資審會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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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在憲報刊登公告，指明其原先的決定已被更改，並載述在

選舉中仍屬獲有效提名的每名候選人的詳情。 19 
 
105.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選舉主任將負責評估候選人是否

符合法律規定的其他一般性資格準則 (例如年齡要求、國籍和犯
罪紀錄 )。選舉主任不會參與資審會要求候選人提供額外資料的
過程。  
 
106.  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提供一個獨立的秘書處，以支援

資審會。政府當局表示，當局仍正就此事進行內部研究，尚未

有定論。  
 
107.  委員詢問，根據《選舉委員會 (上訴 )規例》(第 569A 章 )
擬議新訂第 4A 條，資審會裁定登記屬無效的人會有多少時間提
出上訴。政府當局表示，準候選人可在有關日期 (例如暫行委員
登記冊的發表日期 )之後的 7 日內，藉呈交書面申述的方式，向
審裁官提出上訴，而審裁官會在之後 20 日內作出書面決定。
然而，此安排只適用於 2021 年的選民登記周期。  
 
108.  部分委員注意到，干擾資審會這項擬議罪行的最高罰則

只是第 5 級罰款 (即 50,000 元 )。他們認為此罰則級別與資審會
成員所承受的巨大政治壓力並不相稱，亦不會產生足夠的阻嚇

力。政府當局解釋，擬議罰則級別與第 541 章的附屬法例就干
擾選舉主任罪行所訂的罰則級別一致，政府當局認為擬議罰則

級別恰當。  
 
 
指明要求選舉委員會及立法會候選人提供的資料的類別 

 
109.  根據第 541D 章擬議第 10(10)、11(11)及 12A(10)條，以
及《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選舉委員會 )規例》 (第 541I 章 )
擬議第 7(6)及 8(10)條，選舉主任可要求候選人/獲提名人/指定

團體提供選舉主任認為就下述目的而屬適當的任何其他資料：

為使資審會信納 (a)該候選人 /獲提名人等有資格獲提名為候

選人；或 (b)其他關於提名是否有效的事宜。此外，根據第 541D 章
經修訂的第 16(3A)條及第 541I 章經修訂的第 12(6)及 13(3A)
條，資審會在決定某候選人是否獲有效提名時，可要求該候選

人提供該委員會認為適當的任何其他資料，以令該委員會信納

達到上文所述目的。委員曾提出意見，認為應在法例中指明

                                                 
19 若證實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在投票日之前已去世，則選舉主任須負責在

憲報刊登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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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審會可要求候選人、獲提名人等提供任何其他資料，當中包

括有關人士是否擁有外國國籍或外國居留權、是否與外國政治

組織有聯繫、曾否接受該等組織的款項、有關候選人誠信問題

的事宜等。此外，候選人/獲提名人等提供的該等資料應予公開。 
 
110.  政府當局解釋，有關條文現時的草擬方式旨在為資審會

提供靈活性，容許資審會在考慮候選人、獲提名人等的提名是

否有效時，可要求他們提供任何其他資料，當中包括但不限於

委員提及的資料。政府當局因而建議維持有關條文現時的草擬

方式，為資審會提供最大的靈活性。待《條例草案》獲通過後，

政府當局會就須收集的資料類別徵詢資審會的意見。  
 
 
訂定自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起的地方選區、功能界別及選舉
委員會界別的選舉開支上限  
 
111.  因應立法會的擬議新組成方式，政府當局表示有需要為

地方選區、功能界別及選委會界別訂定選舉開支上限。就選委

會界別和新增的功能界別而言，選舉開支上限的水平將根據現

行原則而定，即按照有關界別在正式選民登記冊上的已登記選

民數目而定。至於地方選區方面，政府當局建議選舉開支上限

的水平參照在有關地方選區內的區議會選區數目訂定。就這方

面而言，政府當局建議每個區議會選區的相應選舉開支上限為

69,000 元。 20 政府當局建議修訂《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立法會選
舉 )規例》(第 554D 章 )，以落實上述建議。有關選舉開支上限的
詳細建議載於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附件 J。  
 
112.  部分委員詢問為何在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中每個地
方選區的選舉開支上限，較 2016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的選舉開支
上限大幅增加，但地方選區的地理面積則有所減少。政府當局

解釋，在計算地方選區的選舉開支上限時，是以 2019 年上屆區
議會選舉中每個區議會選區的選舉開支上限及有關地方選區所

涵蓋的區議會選區數目為基礎，並因應價格通脹而略為上調。  
 
 
  

                                                 
20 就 2019 年區議會一般選舉而言，每個區議會選區的選舉開支上限為

68,800 元。在計及 2020 年的通脹水平 (0.3%)後，政府當局建議每個
區議會選區的選舉開支上限為 6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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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554 章引入一項新罪行以禁止任何人在選舉期間內藉公開
活動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投白票或無效票，以及訂明任何人故

意妨礙或阻止另一人在選舉中投票，即屬干犯舞弊行為  
 
113.  委員察悉，《決定》規定香港特區要依法組織、規管相

關選舉活動，以落實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新選舉制度。經修訂

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規定，香港特區應當採取措施，

依法規管操縱、破壞選舉的行為。  
 
114.  為此，政府當局在條例草案第 366 條建議，在第 554 章
引入一項新條文 (即第 27A 條 )，以訂定一項新罪行，即在選舉期
間 21內藉公開活動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的非法行為。據

政府當局表示，該項擬議新罪行不會影響任何人在遵從其他選

舉法例規定 (尤其是有關選舉廣告及選舉開支的規定 )的情況
下，呼籲選民不投票予某一特定候選人。  
 
115.  政府當局並建議在第 554 章第 14(1A)條下引入一項新
罪行，以防止任何人故意妨礙或阻止另一人在選舉中投票。任

何人煽惑另一人或與他人串謀干犯第 14(1A)條下的擬議新罪
行，包括呼籲其他人取去年長選民的身份證以阻止他們投票，

亦屬犯罪。  
 
第 554 章擬議新訂第 27A 條  
 
116.  委員關注到，按目前方式草擬的擬議新訂第 27A 條內容
含糊，可能令人誤墮法網。委員建議，該條應清晰規定，指明

煽惑行為的意圖為操縱、破壞選舉。就此，委員建議當局參考

《國歌條例》的相關罪行條文。 22 
 
117.  經考慮委員的意見及建議後，政府當局認為，要舉證一

個藉公開活動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無效票的人，同時具有 "操
縱、破壞選舉 "的意圖，在實際執法時將極為困難。政府當局認
為，若此罪行要求控方證明 "操縱、破壞選舉 "的意圖，很有可能
間接令政府不能依據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有

效規管選舉活動。因此，政府當局不建議在該條指明相關意圖。 
 

                                                 
21 根據第 554 章第 2(1)條下的定義，就某項選舉而言，"選舉期間 "指由該

項選舉提名日起，至該項選舉投票日止的期間。  
 
22 根據《國歌條例》第 7 條，就侮辱行為的罪行而言，控方須證明被告人

"公開及故意 "作出受禁止的作為， "意圖侮辱國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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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政府當局並解釋，該擬議條文中的 "煽惑 "一詞應根據普
通法原則詮釋，因此已包括需要證明相關的犯罪意圖，即證明

有特定意圖，以促成所煽惑的行為/結果。再者，該擬議條文容

許被告人以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作為免責辯護。整體而言，政府

當局認為現有條文已可充分處理委員提出的關注，並取得合理

平衡。  
 
119.  政府當局在回覆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的提問時亦確

認，條例草案 (包括訂定上述新罪行的建議 )符合《基本法》，包
括有關人權 (例如言論自由 )的條文。政府當局解釋，維護並保障
人權和自由是政府的憲制責任，政府一直十分重視，亦必會繼

續全力履行，但該等自由並非絕對，在有必要保障國家安全、

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時，可對該等自由作

出限制。據政府當局表示，若有人在選舉期間內公開煽惑選民

不投票、投白票或無效票，有可能會對選民製造不當壓力，以

致會破壞選舉；因此，香港特區政府有責任根據《決定》及經

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規管該等行為。  
 
120.  根據擬議新訂第 27A(4)條，"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 "可作
為免責辯護；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解釋，何謂 "合法權限或合理辯
解 "。政府當局列舉了兩個例子，當中包括某人煽惑另一人在某
項選舉中不投票，原因是他 /她確實相信該另一人沒有資格投

票，或他 /她確實相信該項選舉是一項非法的變相公投。政府當

局在回覆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的提問時進一步澄清，"合法權限 "
一般是指根據法律履行職責所需的行為，而在考慮 "合理辯解 "
的免責辯護時，法庭會：(a)識別被指構成合理辯解的事宜；(b)審
視該辯解是否真實；及 (c)因應案中的特定事實及有關法例的
背景，客觀評估該項辯解是否合理。  
 
121.  有委員建議，當局應就擬議新訂第 27A(4)條提出修正
案，以清晰說明有關非法行為只適用於故意作出相關行為的

人。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當局不建議加入 "故意 "一詞，因為根
據普通法， "煽惑 "已包括需要證明犯罪意圖，即證明有特定意
圖，以促成所煽惑的行為/結果。  
 
122.  政府當局表示，擬議新訂第 27A(1)條所指的非法行為，
只涵蓋在選舉期間內進行的活動。然而，政府當局作出提醒，

雖然在選舉期間以外進行的活動可能不受該擬議條文約束，但

根據其他在香港適用的法律，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進行該活動或可能構成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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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委員問及，擬議新訂第 27A(5)條中 "公開活動 "一詞的定
義為何。他們尤其關注到，通過互聯網、社交媒體或電子郵件

傳布訊息 (擬議新訂第 27A(5)條沒有具體列出 )，是否屬 "公開活
動 "的定義範圍。政府當局表示，上述通訊方式將被視為公開活
動。  
 
124.  有委員建議在擬議第 27A(5)(a)條中加入互聯網為其中
一個 "向公眾作出的任何形式的通訊 "的例子。政府當局經考慮上
述建議後認為，擬議條文 (以《殘疾歧視條例》 (第 487 章 )
第 46(3) 條及《種族歧視條例》(第 602 章 )第 45(4)條為藍本 )會
清晰述明，所有向公眾作出的任何形式的通訊均屬公開活動。

考慮重點是 "向公眾作出的通訊 "，而無須指明是在互聯網或其他
平台上作出有關通訊。  
 
125.  鄭松泰議員關注到， "公開活動 "一詞的涵義甚為廣泛，
以致可輕易將某人在選舉期間內的衣着、姿勢或手勢，誣陷為

旨在煽惑他人不投票的作為。政府當局解釋，在法庭上就刑事

罪行定罪的門檻極高，而就擬議新訂第 27A 條而言，控方必須
在考慮案件的所有相關情況後，以證據證明某項活動構成擬議

第 27A(1)條所指的非法行為。  
 
126.  委員詢問，擬議新訂第 27A(1)條下的非法行為如在香港
境外進行，當局會否就該行為提出檢控。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

第 554 章現行第 5 條訂明，該條例適用於一切與選舉有關的行
為，不論該行為是在香港境內或在其他地方作出的。如非法行

為是通過在互聯網傳布訊息進行，警方將獲授權，要求各互聯

網平台移除有關訊息。此外，任何人如在香港以外地方干犯

第 554 章下的罪行，當局可在其入境香港時將其逮捕並提出
檢控。  
 
第 554 章擬議新訂第 14(1A)及 (1B)條  
 
127.  委員列舉若干活動為例，詢問這些活動會否被視為擬議

新訂第 14(1A)條下的舞弊行為。這些活動包括：在投票站外輪
候投票的選民隊伍中，不斷重複排隊及離隊，藉以拖長輪候過

程；在選舉日取去居於安老院的家庭成員的身份證，意圖保障

長者，免其被迫在不自願的情況下投票；將某人關鎖，使該人

無法投票；故意引導他人前往錯誤的投票站；或以虛假資料誤

導他人，令人以為投票予哪位候選人會為人所知，從而勸阻他

人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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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政府當局解釋，如某人故意妨礙或阻止另一人在選舉中

投票，或令另一人妨礙或阻止第三者在選舉中投票，該人即可

能作出了第 554 章擬議新訂第 14(1A)條下的舞弊行為。另一方
面，若某人以欺騙手段誘使另一人投票或不投票，該人即可能

作出了現行第 14(1)條下的舞弊行為。至於何謂合法權限或合理
辯解，可以此作為擬議第 14(1B)條下有效的免責辯護，政府當
局表示，這將由執法機關和法庭根據事實和適用的法律作出

決定。  
 
129.  法案委員會的法律顧問提醒委員，在第 554 章擬議新訂
第 14(1B)條下的免責辯護，即 "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 "，只適用
於 擬 議 新 訂 第 14(1A)條 下 的 故 意 妨 礙 ， 而 不 適 用 於 現 行
第 14(1)條下的欺騙行為。  
 
 
在公共選舉中實施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  
 
130.  政府當局表示，為提升發出選票程序的效率和準確度，

當局擬由 2021 年的公共選舉 (包括行政長官、選委會界別分組、
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 )開始，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為提供在公
共選舉中實施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的法律基礎，條例草案旨在

修訂第 541 章下的 4 項附屬法例 23，以分別涵蓋立法會、區議會、

選委會界別分組及行政長官選舉。有關的擬議修訂如下：  
 

(a) 指明向選民發出選票時在正式選民登記冊上作紀
錄的方式，以涵蓋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  

 
(b) 規定正式選民登記冊印刷本 (若曾被使用 )須在投票

結束時予以密封包裹，而該已作標記的正式選民登

記冊 (不論是印刷本或電子文本 )須在投票後保留
6 個月，然後予以銷毀；及  

 
(c) 訂立新條文，訂明可在有關發出選票的程序中實施

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訂明電子選民登記冊的許可

用途；賦權選管會可以批准某人為特定目的而取覽

電子選民登記冊 (例如進行技術維護和用於發出選
票的程序 )；以及就在沒有合法權限情況下取覽電子

                                                 
23 這 4 項附屬法例是：  

( i)  《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立法會 )規例》 (第 541D 章 )；  
( i i) 《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區議會 )規例》 (第 541F 章 )；  
( i i i) 《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選舉委員會 )規例》(第 541I 章 )；及  
( iv)  《選舉程序 (行政長官選舉 )規例》 (第 541J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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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登記冊、損毀電子選民登記冊所載的資料或

資訊，或干擾電子選民登記冊的罪行作出規定，並

將罰則定為最高監禁兩年而不設相應罰款。  
 
131.  關於在即將舉行的選舉中採用電子選民登記冊的建

議，委員關注到，有何保安措施，以保障電子選民登記冊免遭

盜竊或未經授權取覽。政府當局表示，將聘請顧問就為電子投

票開發的系統進行安全和資料私隱的獨立審計。此外，電子選

民登記冊並非儲存於本機裝置，而是集中儲存於保安規格甚高

的政府雲端基礎設施；換言之，即使硬件終端遭盜取或遺失，

仍可保障選民的資料安全。  
 
132.  部分委員關注到，在第 541D 章、第 541I 章、第 541J 章
及第 541F 章中，就在立法會、選委會及行政長官選舉中使用的
電子選民登記冊所作的提述，用字有輕微差別，即第 541D 章、
第 541I 章及第 541J 章的條文將之提述為正式選民登記冊 "電子
文本 "，而第 541F 章的條文則將之提述為 "文本或摘錄 "。政府當
局解釋，之所以出現上述輕微差別，是由於現時 4 項附屬法例
下就登記冊印刷本所訂的安排有異，因此於條例草案中為每項

附屬法例訂定關乎電子選民登記冊的條文時，遂沿用各自的相

應安排。然而，因應委員的建議，為使電子選民登記冊的使用

在操作上有更大的靈活性，政府當局建議，在 4 項附屬法例中
就不同選舉的電子選民登記冊，採取劃一的提述方式。為此，

當局建議修正相關條文，以貫徹一致的方式將之提述為 "正式選
民登記冊電子文本或摘錄 "。  
 
133.  委員詢問，若正式選民登記冊電子文本外泄並在互聯網

上傳閱，而某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瀏覽遭泄漏的資料，該人會

否觸犯第 541D 章擬議新訂第 111(1)條下的罪行。政府當局解
釋，擬議新訂第 111(1)條所訂罪行的元素包括 "取覽正式選民登
記冊電子文本 "及 "無合法權限 "，而 "取覽 "的涵義則在擬議新訂
第 109 條界定。當局進而表示，在刑事檢控案件中，控方除須
證明有 "犯罪意圖 "外，還須證明有 "犯罪行為 "，即作出受禁止的
作為 (就本條例草案而言，即無合法權限而取覽 )。  
 
134.  對於第 541D 章擬議新訂第 111(1)及 (3)條下，有關在無
合法權限情況下取覽電子選民登記冊、損毀電子選民登記冊所

載的任何資料或資訊，或以其他方式干擾電子選民登記冊使其

無法妥善運作的擬議罪行，部分委員關注到，將該等擬議罪行

的罰則定為監禁兩年是否恰當。政府當局表示，由於使用電子

選民登記冊關乎選舉程序，因此有關安排和法律條文在第 5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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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 4 項附屬法例中訂明。上述監禁兩年的罰則，與第 541 章
第 7(5)條相對應；該條訂明其附屬法例可施加的最高罰則水平。
此外，考慮到有關罪行的性質和嚴重程度，並參考有關損毀其

他電子紀錄的罪行和條文，政府當局認為，對有關電子選民登

記冊的罪行處以最高兩年監禁的擬議罰則，是適當和相稱的。  
 
135.  委員亦認為，就第 541D 章第 110(1)條對電子選民登記
冊的描述，當局可加入例子，以說明 "儲存於電子平台 "此一詞句
的涵義。政府當局表示，有關條文的立法原意是為選管會提供

法律基礎，以設立和維持電子選民登記冊。擬議條文可提供適

當的靈活性，以顧及日後出現而可能適用於電子選民登記冊的

新科技。政府當局認為擬議條文已相當清晰，並可顧及電子選

民登記冊日後的運作需要和發展，因此無需作出修正。  
 
 
優化查閱和編製選民登記冊的工作  
 
136.  委員察悉，條例草案 (請參閱例如條例草案第 19、23 及
29 條 )亦旨在就查閱和編製選民登記冊的安排提出一籃子優化
措施。條例草案建議的優化措施如下：  
 

(a) 只限 "指明的人 "(即傳媒、候選人及政黨 )查閱選民
登記冊    政府當局建議規定，只有在政府新聞處

處長所管理的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已登記的

傳媒、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及政黨，方可查閱載有

個人選民連結資料 (即已登記個人選民的全名及其
主要住址 )的選民登記冊，而只載有團體選民的選民
登記冊部分則不受影響，仍可提供予公眾查閱；  

 
(b) 部分遮蔽選民登記冊上所有選民的資料    為更有

效達至保護私隱的目的，政府當局亦建議在提供予

指明的人查閱的選民登記冊上，將所有個人選民的

登記資料予以部分遮蔽 24；及  
 

(c) 擴展提交住址證明的要求至所有新的選民登記申
請    為平衡上文 (a)和 (b)項措施帶來的限制，政府
當局建議將提交住址證明的要求 (現時只適用於更
改登記資料的申請 )，擴展至涵蓋所有新的選民登記
申請。  

                                                 
24 政府當局建議，只顯示個人選民姓名的首個字 (中英亦然 )及其詳細登記

住址。查閱選民登記冊的人士，依然可以透過常用的方法，即透過發現

一戶多姓 /一戶多人的登記住址，識別可疑的選民登記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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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上文第 136(a)至 (c)段所載有關優化查閱和編製選民登
記冊的安排，將於 2022 年 5 月 1 日實施，即由 2022 年選民登
記周期開始。  
 
138.  對於當局建議在《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民登記 )(立法會地
方選區 )(區議會選區 )規例》(第 541A 章 )擬議新訂第 10(5)條下的
"指明的人 "的擬議定義中，加入 "根據香港法律成立或登記或獲
豁免登記的團體或組織，而該團體或組織曾公開宣布有意安排
任何人 (包括尚未指明的人 )在下一個選舉以候選人身分參選 "，
委員雖然理解此舉的政策原意，但卻關注到，有關安排可能被

濫用，因為某團體或組織查閱選民登記冊可能別有用心、存心

不良，虛稱有意安排某 (些 )人在下一個選舉以候選人身份參選，
而作出這類宣布其實十分容易。委員詢問，當局是否有需要收緊

"指明的人 "的涵蓋範圍。  
 
139.  政府當局解釋，一旦某團體或組織宣布有意安排任何人

在某選舉中以候選人身份參選，規管選舉活動的相關法律和規

例隨即適用於該團體/組織。政府當局認為有必要滿足首次參選

人 (及其所屬政黨 )查閱選民登記冊的需要，以便其與選民接觸，
進行競選活動。政府當局進而解釋，第 541A 章擬議新訂

第 10(3A)條及其他相關條文 25旨在加強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由

於選民的個人資料會被部分遮蔽，因此可供指明的人查閱的取

消登記名單 /選民登記冊上的資料將相當有限。此外，根據

第 541A 章擬議第 10(4)條及其他相關條文 26的規定，選舉登記

主任可要求有意查閱取消登記名單 /選民登記冊的人交出其身

份證明文件，以及簽署表格。這些措施亦會提供額外保障，以

防止有人濫用該制度。  
 
140.  委員察悉，根據第 541A章擬議新訂第 20(7)條中有關 "指
明的人 "的擬議定義 (a)段， "指明的人 "指屬政府新聞處處長所管
理的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的登記用戶的人。部分委員關注

到，當局會採取甚麼程序，以核實登記用戶是否真正的傳媒

機構。  
 
141.  政府當局解釋，在處理傳媒機構 (包括網媒 )成為政府新
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登記用戶的申請時，政府新聞處會以審慎方

式評估該機構的資料及其新聞報道活動的證據。若出現某些

情況，例如該傳媒機構不再是經合法註冊的機構，或該機構不再

                                                 
25 亦請參閱第 541A 章擬議第 13(4B)及 20(4B)條。  
26 亦請參閱第 541A 章擬議第 13(5)及 20(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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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大眾新聞傳媒機構，政府新聞處保留權利，可檢視並撤

銷該機構作為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登記用戶的資格。  
 
 
賦權投票站主任在公共選舉中為有需要的選民設特別隊伍  
 
142.  政府當局在條例草案第 112、163 及 204 條中建議，在
第 541D 章加入一項新條文，賦權投票站主任為有需要的選民

(即 70 歲或以上的選民、孕婦，以及因為疾病、損傷、殘疾或依
賴助行器具，以致不能夠長時間排隊或難以排隊的人士 )設特別
隊伍。在實際運作上，該等選民會獲分配至優先隊伍領取選票。

為讓不同公共選舉的安排可保持一致，政府當局並建議在

第 541F 章和第 541I 章中加入該新條文。為免生疑問，作為行政
安排，選舉工作人員 (即在投票站內工作者 )前往投票時亦可出示
工作證以前往優先隊伍輪候。此舉旨在令他們得以盡快投票，

並隨即返回獲分配執行選舉職務的票站。  
 
143.  委員普遍支持在公共選舉中為有需要選民設特別隊伍

的建議。他們進而建議，將可在投票站使用優先隊伍的權利，

擴大至涵蓋年齡在 70 歲以下而其身體狀況令其難以排隊的
人士。  
 
144.  政府當局表示，第 541D 章的擬議修訂旨在賦權投票站
主任，為 "有需要的選民，即 70 歲或以上的選民、孕婦，以及相
當可能因其疾病、損傷或殘疾而令其身體會因排隊投票而有劇
烈疼痛或痛苦的人士 "設優先隊伍。任何人皆可向投票站的投票
站主任證明，因其身體情況而需要使用優先隊伍。  
 
145.  部分委員詢問，將年齡限制定為 "70 歲或以上 "的原因為
何，而社會上普遍將年滿 65 歲的人士視為長者，因為年滿 65 歲
即合資格領取長者卡。政府當局解釋，若將合資格使用特別隊

伍人士的年齡下限降至例如 65 歲，特別隊伍的潛在使用者數目
將增加超過 20%，以致設立特別隊伍的效果大打折扣，有違當
初設特別隊伍的立法原意。  
 
146.  委員建議在擬議新訂條文中指明，陪同有需要選民的人

士亦可經由特別隊伍排隊投票。政府當局解釋，根據選管會現

行的選舉活動指引，每個投票站只容許選民及指定/獲授權人士

進入。如選民需要他人協助進入投票站，可向投票站主任提出

要求，投票站主任會酌情處理。當局並特別指出，基於投票自

主及保密原則，法例禁止任何人 (即使是選民的親友 )陪同或協助
選民投票。如選民在親自填劃選票方面有困難，可依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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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站主任或其副手在一名投票站工作人員在場見證下，按其

投票意向代為填劃。投票站主任可運用酌情權，視乎情況讓陪

同人士與有確切需要由他人陪同的選民，一同使用特別隊伍排

隊投票。如進一步修訂法例，一律容許所有陪同人士使用特別

隊伍，或令特別隊伍未能有效便利有需要的選民。選舉事務處

會為投票站工作人員提供充足的指引及培訓。  
 
 
賦權總選舉事務主任規定收取政府補助的學校及非政府機構提

供其處所在公共選舉中用作投票站及/或點票站  
 
147.  政府當局表示，為確保可物色最便利選民的場地用作投

票站，政府當局建議賦權總選舉事務主任規定收取政府補助的

學校及非政府機構提供其處所在公共選舉中用作投票站及 /或

點票站。具體而言，政府當局建議修訂第 541 章、第 541D 章、
第 541F 章及第 541I 章，從而：  
 

(a) 容許總選舉事務主任規定收取政府補助的學校及
非政府機構佔用的建築物的業主或佔用人提供其

處所，在立法會選舉、區議會選舉及選委會界別分

組選舉中用作投票站及 /或點票站。作為行政安

排，醫院、診所及禮拜場所將獲豁免；  
 
(b) 容許獲總選舉事務主任授權的人士在該等處所進

行實地視察和準備工作，以及儲存物資；   
 
(c) 規定總選舉事務主任就某處所用作投票站及 /或點

票站的期間，向相關業主或佔用人支付使用費；及  
 
(d) 向不遵從規定的人士施加 10,000 元的罰款 (會作為

欠政府的民事債項追討 )。  
 
不遵從規定的擬議罰款  
 
148.  委員認為，第 541D 章新訂第 28A(5)條建議的 10,000 元
罰款，極不足以產生任何阻嚇力。部分委員建議，政府應削減

向不遵從規定的學校及非政府機構 (或其管理團體 )提供的補
助，並向其發出警告信作為紀錄。委員認為，如有關管理團體

須領有牌照才可繼續運作，便應在牌照加入相關條款及條件，

訂明管理團體須應要求提供其處所用作投票站及/或點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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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部分委員亦建議應通知教育局和勞工及福利局哪些學

校及非政府機構拒絕提供處所和須繳付罰款，以期對有關機構

採取適當行動，例如削減下一年度的補助。  
 
150.  因應委員認為原本建議的罰款水平 (10,000 元 )阻嚇力
不足，政府當局建議對《條例草案》第 7(2)、102、161 及 202 條
提出修正案，上調擬議罰款至 50,000 元，以提高有關罰則的阻
嚇力。  
 
151.  另一方面，委員察悉，如佔用人 /業主遵從總選舉事務

主任的規定提供處所用作投票站及/或點票站，總選舉事務主任

須向該佔用人 /業主支付使用費。部分委員批評，就根據

第 541D 章擬議第 28A(4)條須支付的使用費而言，釐定款額的程
序頗為拙劣。他們建議，須支付的使用費應按法律所訂，並清

楚指明所有計算參數的方程式計算，而非倚靠總選舉事務主任

與業主 /佔用人達成協議，或在未能達成協議的情況下由法庭

判定。  
 
152.  政府當局解釋，這並非新的安排，選舉事務處以往亦有

與場地的業主溝通，以釐定使用費款額，並未見有問題出現。

若雙方無法就使用費款額達成協議，佔用人 /業主可根據

第 541D 章擬議第 28A(4)(b)條向法庭申請判定使用費的款額。
政府當局表示，鑒於現行的民事司法管轄權及程序 27適用於上述

程序，當局認為無需於條文中指明這些事宜。  
 
153.  此外，經考慮委員就有關使用費的擬議新增條文提出的

意見，政府當局亦建議對該等條文作出適當修改，以更清晰訂

定有關安排。  
 
154.  部分委員建議在條文訂明使用費的計算方法。政府當局

解釋，鑒於不同處所的實際位置或設置不盡相同，難以制訂客

觀的計算方程式。另一方面，在無法就使用費款額達成共識時，

佔用人/業主可根據擬議條文，向法庭申請判定使用費的款額，

而擬議條文已訂明合理基礎，讓法庭藉參照業主/佔用人蒙受的

損失判定使用費的款額。  
 
155.  部分委員建議把不遵從規定的行為列為刑事罪行，並將

涉及民事成分的 "financial penalty"(罰款 )改為 "fine"。政府當局

                                                 
27 款 額 不 多 於 75,000 元 的 申 索 由 小 額 錢 債 審 裁 處 處 理 ； 款 額 多 於

75,000 元但不多於 3,000,000 元的申索由區域法院處理；以及款額超過
3,000,000 元的申索則由高等法院原訟法庭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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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部分目標處所並沒有註冊成為法團，將刑事責任施加於

這些團體會令問題更加複雜。此外，即使把不遵從規定的行為

列為刑事罪行，並施加定額罰款，政府當局仍要面對可能有團

體拒絕繳付罰款的情況。參照其他法例，政府當局須為這些情

況草擬條文，詳細列明追討定額罰款的方式及程序，而草擬過

程及執行工作未必會比現有建議簡單。政府當局解釋，擬議罰

款的安排旨在減少選舉事務處在借用場地作為投票站 /點票站

的困難，並非懲罰安排。事實上，政府當局估計在訂立新規定

後，只有少數個案可能需要考慮追討罰款。政府當局認為繼續

以民事債項形式施加有關罰款是合適和相稱的做法。  
 
156.  部分委員詢問，如目標處所的業主或佔用人真誠相信其

處所不適合用作投票站及/或點票站，會否給予他們機會向總選

舉事務主任作出申述。政府當局解釋，根據第 541D 章擬議新訂
第 28A(1)(a)條，獲授權人會進行實地視察，向業主/佔用人查明

他們在提供其處所方面有否困難，而若獲授權人認為有關處所

不適合用作投票站或點票站，業主或佔用人將無須提供處所。  
 
157.  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如在小額錢債審裁處展開追討罰

款的法律程序，而該程序的任何一方不滿審裁官的命令或裁

決，該方可向小額錢債審裁處申請覆核或向原訟法庭申請上訴

許可。然而，第 541D 章擬議新訂第 28A 條沒有訂明，就追討該
罰款的任何民事法律程序而言，甚麼會構成免責辯護，亦沒有

為針對小額錢債審裁處審裁官的命令或裁決申請覆核或上訴，

提供任何實質理由。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請委員參閱《強制性

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 )第 45C(3)條；該條文訂明，如因有
人不執行某職責，或不符合某規定或標準，而提出追討罰款的

法律程序，則就該法律程序而言，如執行該法律程序所關乎的

職責或符合該法律程序所關乎的規定或標準並不合理地切實

可行，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護。  
 
158.  政府當局回應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的查詢時確認，

第 541D 章擬議第 28A 條的草擬方式，沒有明確訂明任何對該罰
款的法定免責辯護，而針對施加該罰款的覆核或上訴，將會基

於是否證實有不遵從規定的情況。  
 
159.  第 541D 章 擬 議 第 28A(7) 條 、 第 541F 章 擬 議

第 31A(7) 條及第 541I 章擬議第 28A(7)條旨在界定一些用語，
包括將 "業主 "界定為 "擁有該處所所座落的土地的人 (the owner 
of the land on which the premises situate)"。考慮到法案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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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顧問的建議，政府當局建議在相關條文將 "業主 "的英文定義
修訂為 "the owner of the land on which the premises are situated"。 
 
 
取消暫緩發放立法會選舉及區議會選舉的財政資助直至選舉呈

請獲處置的規定  
 
160.  委員察悉，《條例草案》亦建議取消暫緩發放財政資助

直至選舉呈請獲處置的規定。政府當局解釋，提出該項建議的

原因，是在審慎使用公帑及落實資助計劃的政策目標兩者之間

取得平衡。資助計劃的政策目標是鼓勵更多有志服務社會的人

士參與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並創造一個有利培育香港政治人

才的環境。《條例草案》第 326 及 360 條分別包括對第 542 章
及《區議會條例》(第 547 章 )的擬議修訂，以落實此項建議。委員
並無對有關建議提出異議。  
 
 
《條例草案》的擬議修正案  
 
161.  委員普遍對政府當局的擬議修正案表示支持，該等修正

案在第 29、50、63、68 至 72、78、85、86、93 至 94、97 至 99、
104、132、150 及 159 段闡述。此外，政府當局就《條例草案》
提出多項行文及技術上的修正案，包括因應委員及法案委員會

法律顧問所提關注事項而提出的修正案。政府當局擬動議的修

正案載於附錄 VIII。法案委員會不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任何
修正案。  
 
 
恢復二讀辯論  
 
162.  在政府當局動議上文提述的擬議修正案的前提下，法案

委員會支持在 2021 年 5 月 26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條例草
案》的二讀辯論。  
 
 
意見書及議員的函件  
 
163.  法案委員會在其審議過程中曾接獲市民的意見書，以及

議員 (包括法案委員會委員及非委員的議員 )的函件，就《條例草
案》的內容表達意見或作出查詢。所有這些意見書及函件均已

轉交政府當局作書面回應。該等意見書和函件，以及政府當局

的書面回應載於附錄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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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宜  
 
164.  《條例草案》建議修訂 8 項主體法例及 24 項附屬法例。
《條例草案》涵蓋許多不同範疇，並包括合共 464 項條文，當
中載列大量擬議修訂。為確保有效率地進行逐項審議《條例草

案》條文的工作，法案委員會主席建議採用新的方法，即按照

《條例草案》涉及的 10 多個範疇將《條例草案》的條文分類，
並研究每個類別涵蓋的條文。法案委員會採用此方法逐項審議

《條例草案》的條文及研究政府當局就《條例草案》提出的修

正案。法案委員會認為此方法非常有用，可提升逐項審議條文

的效率和確保審議過程暢順。法案委員會建議日後其他法案

委員會在審議複雜的法案時考慮採用此方法。  
 
 
徵詢意見  
 
165.  謹請議員察悉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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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 

（2021年 3月 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 

來源： 中國人大網 2021年 03月 11日 15:46:16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審議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提請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

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的議案。

會議認為，香港回歸祖國後，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香港特別行政

區實行的選舉制度，包括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是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符合“一國兩

制”方針，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實際情況，確保愛國愛港者治

港，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為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發展適合香港

特別行政區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第三十一條和第六十二條第二項、第十四項、第十六項

的規定，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有關

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出如下決定： 

一、 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必須全面準確貫徹落

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維護《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確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確保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

人治港”，切實提高香港特別行政區治理效能，保障香港特別

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二、 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符合香港

特別行政區實際情況、體現社會整體利益的選舉委員會。選

舉委員會負責選舉行政長官候任人、立法會部分議員，以及

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等事宜。 

立法會CB(4)679/20-21(02)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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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委員會由工商、金融界，專業界，基層、勞工和

宗教等界，立法會議員、地區組織代表等界，香港特別行政

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和有關全國

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等五個界別共 1500名委員組成。 

 

三、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選舉委員會選出，由中央

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長官候選人須獲得選舉委員會不少於 188名委員

聯合提名，且上述五個界別中每個界別參與提名的委員不少

於 15名。選舉委員會以一人一票無記名投票選出行政長官候

任人，行政長官候任人須獲得選舉委員會全體委員過半數支

持。 

 

四、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每屆 90人。通過選舉委員

會選舉、功能團體選舉、分區直接選舉三種方式分別選舉產

生。 

 

五、 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

查並確認選舉委員會委員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和立法會

議員候選人的資格。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健全和完善有關資

格審查制度機制，確保候選人資格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

和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以及香港

特別行政區本地有關法律的規定。 

 

六、 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本決定修改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

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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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依照本決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附件

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修改

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有關法律，依法組織、規管相關選舉活

動。 

 

八、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當就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

制度安排和選舉組織等有關重要情況，及時向中央人民政府

提交報告。 

 

九、 本決定自公佈之日起施行。 

 

 
來源: 

http://www.npc.gov.cn/npc/kgfb/202103/e546427083c944d484fef5482c56f9fb.shtml 

http://www.npc.gov.cn/npc/kgfb/202103/e546427083c944d484fef5482c56f9fb.shtml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來源：新華網 2021-03-30 13:13:28 

（1990 年 4 月 4 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 2010
年 8 月 28 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批

准修正 2021 年 3 月 30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二十七次會議修訂）

一、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實際情況、

體現社會整體利益的選舉委員會根據本法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二、選舉委員會委員共1500人，由下列各界人士組成： 

  第一界別：工商、金融界  300人 
  第二界別：專業界  300人 
  第三界別：基層、勞工和宗教等界  300人 
  第四界別：立法會議員、地區組織代表等界  300人 
  第五界別：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

政協委員和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  300人 
  選舉委員會委員必須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擔任。

  選舉委員會每屆任期五年。

三、選舉委員會各個界別的劃分及名額如下：

第一界別設十八個界別分組：工業界（第一）（17席）、工業界

（第二）（17席）、紡織及製衣界（17席）、商界（第一）（17席）、

商界（第二）（17席）、商界（第三）（17席）、金融界（17席）、

金融服務界（17席）、保險界（17席）、地產及建造界（17席）、航

運交通界（17席）、進出口界（17席）、旅遊界（17席）、酒店界（16
席）、飲食界（16席）、批發及零售界（17席）、香港僱主聯合會（15
席）、中小企業界（15席）。 

第二界別設十個界別分組：科技創新界（30席）、工程界（30席）、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30席）、會計界（30席）、法律界（30

附錄 II 



席）、教育界（30席）、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30席）、醫學及衛

生服務界（30席）、中醫界（30席）、社會福利界（30席）。 

第三界別設五個界別分組：漁農界（60席）、勞工界（60席）、

基層社團（60席）、同鄉社團（60席）、宗教界（60席）。 

第四界別設五個界別分組：立法會議員（90席）、鄉議局（27席）、

港九分區委員會及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

（76席）、「新界」分區委員會及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地區防火委

員會委員的代表（80席）、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27席）。 

  第五界別設兩個界別分組：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190席）、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

表（110席）。 

四、選舉委員會以下列方式產生：

  （一）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

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香

港委員、立法會議員、大學校長或者學校董事會或者校務委員會主席，

以及工程界（15席）、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15席）、教育界

（5席）、醫學及衛生服務界（15席）、社會福利界（15席）等界別分

組的法定機構、諮詢組織及相關團體負責人，是相應界別分組的選舉

委員會委員。

  除第五界別外，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全國政協委員也可以在其有密切聯繫的選舉委員會其他界別分組登

記為委員。如果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全

國政協委員登記為選舉委員會其他界別分組的委員，則其計入相應界

別分組的名額，該界別分組按照本款第三項規定產生的選舉委員會委

員的名額相應減少。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全國政協委員登記為選舉委員會有關界別分組的委員後，在該屆選舉

委員會任期內，根據上述規定確定的選舉委員會各界別分組按照本款

第一、二、三項規定產生的委員的名額維持不變。

  （二）宗教界界別分組的選舉委員會委員由提名產生；科技創新

界界別分組的部分委員（15席）在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香港院士

中提名產生；會計界界別分組的部分委員（15席）在國家財政部聘任

的香港會計諮詢專家中提名產生；法律界界別分組的部分委員（9席）



在中國法學會香港理事中提名產生；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界別分組

的部分委員（15席）由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中國文

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會員總會和香港出版總會分別提名產生；中醫界

界別分組的部分委員（15席）在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香港理事中提

名產生；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界別分組的委員（27席）由各內地港人

團體提名產生。

  （三）除本款第一、二項規定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外，其他委員由

相應界別分組的合資格團體選民選出。各界別分組的合資格團體選民

由法律規定的具有代表性的機構、組織、團體或企業構成。除香港特

別行政區選舉法列明者外，有關團體和企業須獲得其所在界別分組相

應資格後持續運作三年以上方可成為該界別分組選民。第四界別的鄉

議局、港九分區委員會及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

的代表、「新界」分區委員會及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地區防火委員

會委員的代表和第五界別的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等界別

分組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可由個人選民選出。選舉委員會委員候選人

須獲得其所在界別分組5個選民的提名。每個選民可提名不超過其所

在界別分組選舉委員會委員名額的候選人。選舉委員會各界別分組選

民根據提名的名單，以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該界別分組的選舉委員會

委員。

  上款規定涉及的選舉委員會委員的具體產生辦法，包括有關界別

分組的法定機構、諮詢組織、相關團體和合資格團體選民的界定、候

選人提名辦法、投票辦法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以選舉法規定。

五、選舉委員會設召集人制度，負責必要時召集選舉委員會會議，辦

理有關事宜。總召集人由擔任國家領導職務的選舉委員會委員擔任，

總召集人在選舉委員會每個界別各指定若干名召集人。

六、行政長官候選人須獲得不少於188名選舉委員會委員的提名，且

上述五個界別中每個界別參與提名的委員須不少於15名。每名選舉委

員會委員只可提出一名候選人。

七、選舉委員會根據提名的名單，經一人一票無記名投票選出行政長

官候任人，行政長官候任人須獲得超過750票。具體選舉辦法由香港

特別行政區以選舉法規定。

八、香港特別行政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並確認選舉委員

會委員候選人和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資格。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委員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的審查

情況，就選舉委員會委員候選人和行政長官候選人是否符合擁護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作出判斷，並就不符合上述法定要求和條件者

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出具審查意見書。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候選人和

行政長官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得提起訴訟。

九、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採取措施，依法規管操縱、破壞選舉的行為。

十、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依法行使本辦法的修改權。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修改前，以適當形式聽取香港社會各界意

見。

十一、依據本辦法產生的選舉委員會任期開始時，依據原辦法產生的

選舉委員會任期即告終止。

十二、本辦法自2021年3月31日起施行。原附件一及有關修正案不再

施行。

來源：

http://www.npc.gov.cn/npc/kgfb/202103/96539233aa0a45b2bbb1e527ae5
d95f3.shtml 

http://www.npc.gov.cn/npc/kgfb/202103/96539233aa0a45b2bbb1e527ae5d95f3.shtml
http://www.npc.gov.cn/npc/kgfb/202103/96539233aa0a45b2bbb1e527ae5d95f3.shtml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

來源：新華網 2021-03-30 13:14:45 

（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

2010年8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

備案修正 2021年3月3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

二十七次會議修訂）

一、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每屆90人，組成如下： 

  選舉委員會選舉的議員  40人 
  功能團體選舉的議員 30人 
  分區直接選舉的議員 20人 
  上述選舉委員會即本法附件一規定的選舉委員會。

二、選舉委員會選舉的議員候選人須獲得不少於10名、不多於20名
選舉委員會委員的提名，且每個界別參與提名的委員不少於2名、不

多於4名。任何合資格選民均可被提名為候選人。每名選舉委員會委

員只可提出一名候選人。

  選舉委員會根據提名的名單進行無記名投票，每一選票所選的

人數等於應選議員名額的有效，得票多的40名候選人當選。 

三、功能團體選舉設以下二十八個界別：漁農界、鄉議局、工業界

（第一）、工業界（第二）、紡織及製衣界、商界（第一）、商界

（第二）、商界（第三）、金融界、金融服務界、保險界、地產及

建造界、航運交通界、進出口界、旅遊界、飲食界、批發及零售

界、科技創新界、工程界、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會計界、

法律界、教育界、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醫療衛生界、社會福利

界、勞工界、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

協委員及有關全國性團體代表界。其中，勞工界選舉產生三名議

員，其他界別各選舉產生一名議員。

  鄉議局、工程界、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會計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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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教育界、醫療衛生界、社會福利界、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

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及有關全國性團體代表界等界別

的議員，由個人選民選出。其他界別的議員由合資格團體選民選舉

產生，各界別的合資格團體選民由法律規定的具有代表性的機構、

組織、團體或企業構成。除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法列明者外，有關

團體和企業須獲得其所在界別相應資格後持續運作三年以上方可成

為該界別選民。

候選人須獲得所在界別不少於10個、不多於20個選民和選舉委

員會每個界別不少於2名、不多於4名委員的提名。每名選舉委員會

委員在功能團體選舉中只可提出一名候選人。

  各界別選民根據提名的名單，以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該界別立

法會議員。

  各界別有關法定團體的劃分、合資格團體選民的界定、選舉辦

法由香港特別行政區以選舉法規定。

四、分區直接選舉設立十個選區，每個選區選舉產生兩名議員。

候選人須獲得所在選區不少於100個、不多於200個選民和選舉

委員會每個界別不少於2名、不多於4名委員的提名。每名選舉委員

會委員在分區直接選舉中只可提出一名候選人。

  選民根據提名的名單以無記名投票選擇一名候選人，得票多的

兩名候選人當選。

  選區劃分、投票辦法由香港特別行政區以選舉法規定。

五、香港特別行政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並確認立法會

議員候選人的資格。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根據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的審查情況，就立法會議

員候選人是否符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

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作出判斷，並

就不符合上述法定要求和條件者向香港特別行政區候選人資格審查

委員會出具審查意見書。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立法會議員候選人資格確



認的決定，不得提起訴訟。

六、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採取措施，依法規管操縱、破壞選舉的行

為。

七、除本法另有規定外，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對法案和議案的表

決採取下列程序：

  政府提出的法案，如獲得出席會議的全體議員的過半數票，即

為通過。

  立法會議員個人提出的議案、法案和對政府法案的修正案均須

分別經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和功能團體選舉、分區直接選舉

產生的議員兩部分出席會議議員各過半數通過。

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依法行使本辦法和法案、議案的

表決程序的修改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修改前，以

適當形式聽取香港社會各界意見。

九、本辦法和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自2021年3月31日起施行。原附

件二及有關修正案不再施行。

來源：

http://www.npc.gov.cn/npc/kgfb/202103/3714933f884442d69b782bf463000b28.shtml 

http://www.npc.gov.cn/npc/kgfb/202103/3714933f884442d69b782bf463000b28.shtml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

小組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廖長江議員 , GBS, JP  

 

 

副主席  張國鈞議員 , JP 

 

 

委員  張宇人議員 , GBS, JP 

陳克勤議員 , BBS, JP 

梁美芬議員 , SBS, JP 

黃國健議員 , SBS, JP 

葉劉淑儀議員 , GBS, JP 

謝偉俊議員 , JP 

易志明議員 , SBS, JP 

馬逢國議員 , GBS, JP 

麥美娟議員 , BBS, JP 

盧偉國議員 , SBS, MH, JP 

柯創盛議員 , MH 

鄭松泰議員  
 

 (合共： 14位委員 ) 

 

 

 

秘書  

 

 

麥麗嫻女士  

 

 

 

 

 

法律顧問  盧志邦先生  

黃嘉穎女士  

 

 

 

日期  2021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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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廖長江議員 , GBS, JP  

 

 

副主席  張國鈞議員 , JP 

 

 

委員  張宇人議員 , GBS, JP 

陳克勤議員 , BBS, JP 

梁美芬議員 , SBS, JP 

黃國健議員 , SBS, JP 

葉劉淑儀議員 , GBS, JP 

謝偉俊議員 , JP 

易志明議員 , SBS, JP 

馬逢國議員 , GBS, JP 

麥美娟議員 , BBS, JP 

盧偉國議員 , SBS, MH, JP 

柯創盛議員 , MH 

鄭松泰議員  

 

 (合共： 14位委員 ) 

 

 

 

秘書  

 

 

麥麗嫻女士  

胡日輝先生  

 

 

 

 

 

 

 

法律顧問  

 

盧志邦先生  

黃嘉穎女士  

 

 

 

日期  2021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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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選委可以不同身分在提名表格簽署的詳情

選區/界別 選委身分 地方選區/ 
功能界別選民身分

選委以不同身

分提交表格的

上限

地方選區 在任何地方選區: 
一份

在自己所屬地方選

區: 一份 
兩份1 

功能界別 在任何功能界別:
一份

在自己所屬

功能界別: 一份 
（勞工界功能界

別：三份）

兩份2 
（如選委屬勞

工界功能界別

選民：四份）

選舉委員會

界別 (“選
委會界別”) 

一份 一份

資料來源：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4)912/20-21 號文件)

1  具體而言，選委可在自己所屬選區以地方選民身分提名一候選人，並以選委身分在

自己所屬選區或任何其他地方選區提名另一人。另外，選委也可選擇在所屬地方選

區同一提名表格上同時運用選委及地方選區選民身分提名一位候選人。
2  具體而言，選委可在自己所屬功能界別以功能界別選民身分提名一候選人(如屬勞工

界功能界別則最多可提名三人)；並以選委身分在所屬功能界別或任何其他功能界別

提名另一人。另外，選委也可選擇在同一提名表格上同時運用選委及功能界別身分

提名一位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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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1(4)(b) 在“216”之後加入“、218A”。 

1(6)(a) 刪去“及 233”而代以“、233 及 239A”。 

7(2) 在建議的第 7(6A)(a)條中，刪去“$10,000”而代以“$50,000”。 

10(3) 在英文文本中，刪去“constituency—”而代以“constituency”。 

11 在建議的第 2AA 條中，加入 —— 

“(5A) 某人如符合以下說明，就為 2021 年編製的臨時選民登記

冊而言，亦屬合資格人士 —— 

(a) 該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聘任的香港會計諮詢專
家；

(b) 該人為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香港理事；

(c) 該人為中國法學會香港理事；或

(d) 該人為中國科學院或中國工程院香港院士。”。

14(3) 刪去所有“6 月 14 日”而代以“7 月 5 日”。 

15 刪去“8 月 14 日”而代以“9 月 19 日”。 

16 刪去“8 月 1 日”而代以“9 月 12 日”。 

18 在“之前作出”之前加入“或”。 

18 刪去“4 月 16 日至 2021 年 8 月 1 日”而代以“4 月 17 日至 2021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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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刪去所有“8 月 14 日”而代以“9 月 19 日”。 

19(2) 刪去“9 月 25 日”而代以“10 月 9 日”。 

21 刪去所有“8 月 14 日”而代以“9 月 19 日”。 

22 刪去“6 月 14 日”而代以“7 月 5 日”。 

22 刪去“6 月 15 日”而代以“7 月 6 日”。 

23(2) 刪去“9 月 13 日”而代以“9 月 26 日”。 

23(6) 刪去“9 月 25 日”而代以“10 月 9 日”。 

24 刪去“9 月 25 日”而代以“10 月 9 日”。 

25 刪去“9 月 25 日”而代以“10 月 9 日”。 

26 (a) 將該條重編為草案第 26(1)條。 

(b) 在第(1)款中，刪去“9 月 29 日”而代以“10 月 11 日”。 

(c) 加入 —— 

 “(2) 在第 16(6)(a)條之前 —— 

加入 

 “(aa) 有關反對通知書是就為 2021 年編製的臨時選民登記
冊而遞交；”。 

 (3) 在第 16(7)(a)條之前 —— 

加入 

 “(aa) 有關申索通知書是就為 2021 年編製的臨時選民登記
冊而遞交；”。”。 

27 刪去“10 月 11 日”而代以“10 月 23 日”。 

27 在英文文本中，在“11 September”之前加入“not later than”。 

28 刪去“9 月 13 日”而代以“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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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刪去“10 月 11 日”而代以“10 月 23 日”。 

29(2) 刪去“10 月 25 日”而代以“10 月 29 日”。 

42(1) 刪去“8 月 14 日”而代以“9 月 26 日”。 

42(1) 刪去“6 月 14 日”而代以“7 月 5 日”。 

42(2) 刪去“8 月 14 日”而代以“9 月 19 日”。 

42(2) 刪去“6 月 14 日”而代以“7 月 5 日”。 

51 刪去“8 月 14 日”而代以“9 月 19 日”。 

51 刪去“6 月 14 日”而代以“7 月 5 日”。 

52(8) 刪去所有“6 月 14 日”而代以“7 月 5 日”。 

53(2) 刪去“6 月 14 日”而代以“7 月 5 日”。 

53 加入 —— 

 “(3) 在第 20(10)條之後 —— 

加入 

 “(11) 根據第(1)、(4)或(7)款委任或更換某團體選民或團體
投票人的獲授權代表的決定，或委任某團體選民或團
體投票人的作代替的獲授權代表的決定，只可由該團
體選民或團體投票人的管治單位(不論其名稱為何)作
出。”。”。 

54(2) 刪去“8 月 14 日”而代以“9 月 19 日”。 

54(2) 刪去“6 月 27 日”而代以“7 月 18 日”。 

55(3) 刪去“8 月 1 日”而代以“9 月 12 日”。 

57(6) 刪去所有“8 月 14 日”而代以“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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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刪去“9 月 25 日”而代以“10 月 9 日”。 

58(3) 刪去“7 月 1 日”而代以“7 月 22 日”。 

59(1) 刪去所有“6 月 14 日”而代以“7 月 5 日”。 

59(2) 刪去所有“6 月 14 日”而代以“7 月 5 日”。 

59(3) 刪去“8 月 14 日”而代以“9 月 19 日”。 

59(3) 刪去“6 月 27 日”而代以“7 月 18 日”。 

61(2) 刪去“8 月 14 日”而代以“9 月 19 日”。 

61(2) 刪去“8 月 15 日”而代以“9 月 20 日”。 

61(3) 刪去“6 月 14 日”而代以“7 月 5 日”。 

61(3) 刪去“6 月 15 日”而代以“7 月 6 日”。 

62(2) 刪去“6 月 14 日”而代以“7 月 5 日”。 

62(2) 刪去“6 月 15 日”而代以“7 月 6 日”。 

62(3) 刪去“6 月 14 日”而代以“7 月 5 日”。 

62(3) 刪去“6 月 15 日”而代以“7 月 6 日”。 

64(2) 刪去“9 月 13 日”而代以“9 月 26 日”。 

64(2) 刪去“6 月 27 日”而代以“7 月 18 日”。 

64(6) 刪去“9 月 25 日”而代以“10 月 9 日”。 

64(6) 刪去“7 月 1 日”而代以“7 月 22 日”。 

65 刪去“9 月 25 日”而代以“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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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刪去“7 月 1 日”而代以“7 月 22 日”。 

66(2) 刪去“9 月 25 日”而代以“10 月 9 日”。 

66(2) 刪去“7 月 1 日”而代以“7 月 22 日”。 

新條文 加入 —— 

 “66A. 修訂第 31A 條(團體選民或團體投票人可針對不將所作的
獲授權代表的更換或代替進行登記的決定提出上訴) 

在第 31A(4)條之後 —— 

加入 

 “(5) 根據第(1)款針對選舉登記主任就某團體選民或團
體投票人的獲授權代表的委任的決定而提出上訴
的決定，只可由該團體選民或團體投票人的管治
單位(不論其名稱為何)作出。”。”。 

67(1) 刪去“9 月 29 日”而代以“10 月 11 日”。 

67(1) 刪去“7 月 2 日”而代以“7 月 23 日”。 

68(3) 刪去“10 月 11 日”而代以“10 月 23 日”。 

68(3) 刪去“7 月 11 日”而代以“8 月 1 日”。 

69 刪去“9 月 13 日”而代以“9 月 26 日”。 

69 刪去“10 月 11 日”而代以“10 月 23 日”。 

70(1) 刪去“6 月 27 日”而代以“7 月 18 日”。 

70(1) 刪去“7 月 11 日”而代以“8 月 1 日”。 

72(2) 刪去“10 月 25 日”而代以“10 月 29 日”。 

72(2) 刪去“7 月 25 日”而代以“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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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5) 在建議的第 38(7)條中，在中文文本中，在下一個選舉的定義中，

刪去“election)指”而代以“election)”。 

72(15) 在建議的第 38(7)條中，在中文文本中，在先前的選舉的定義中，

刪去“election)指”而代以“election)”。 

73(5) 在建議的第 39(4AA)條中，在中文文本中，刪去“份”而代以“分”。 

73(7) 在建議的第 39(6)條中，在中文文本中，在下一個選舉的定義中，

在(a)段中，刪去“期後”而代以“期”。 

73(7) 在建議的第 39(6)條中，在中文文本中，在指明的人的定義中，在

(a)段中，刪去“或”。 

80 加入 —— 

 “(6A) 第 2(1)條，地方選區投票站的定義 —— 

廢除 

在“根據”之後的所有字句 

代以 

“ 第 30(1)(a) 條編配供某地方選區進行投票的投票

站；”。”。 

80 加入 —— 

 “(12A) 第 2(1)條，通常辦公時間的定義，(b)(ii)段 —— 

廢除 

“或終止”。”。 

80(16) 在建議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定義中，刪去“具有《立法會條

例》(第 542 章)第 3(1)條所給予的涵義”而代以“指根據《行政長官

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A 條設立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80(16) 在建議的定義中，按筆劃數目順序加入 —— 

“選委會界別投票站 (ECC polling station)指總選舉事務主任根

據第 30(1)(b)條編配供選舉委員會界別進行投票的投票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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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a) 將該條重編為草案第 81(1)條。 

(b) 加入 —— 

 “(2) 第 2A(1)條，工作日的定義，(b)(ii)段 —— 

廢除 

“或終止”。”。 

83 在第(1)款之前加入 —— 

 “(1A) 第 8(1)條 —— 

廢除 

“(b)、(c)、(ca)” 

代以 

“(c)”。”。 

85 加入 —— 

 “(3A) 第 11(9)條，在“可”之前 —— 

加入 

“只”。”。 

91 刪去第(5)款而代以 —— 

 “(5) 第 19(3)條，在“關於”之後 —— 

加入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就”。”。 

92 在第(1)款之前加入 —— 

 “(1A) 第 21 條，標題 —— 

廢除 

“選舉主任必” 

代以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1B) 第 21(1)條 —— 

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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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主任必” 

代以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92(1)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所有“選舉主任”而代以“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

會”。 

92 加入 —— 

 “(7) 第 21 條 —— 

廢除第(8)款。”。 

93 在第(1)款之前加入 —— 

 “(1A) 第 22(1)條 —— 

廢除 

“必須在根據第 21 條為該選區刊登的公告中或在另外刊登

的” 

代以 

“須在”。 

 (1B) 第 22(2)條 —— 

廢除 

“必須在根據第 21 條為該功能界別刊登的公告中或在另外

刊登的” 

代以 

“須在”。”。 

93(1) 在建議的第 22(3A)條中，刪去“根據第 21 條為該界別刊登的公告中

或在另外刊登的”。 

93 刪去第(2)款而代以 —— 

 “(2) 第 22(4)條 —— 

廢除 

“或(2)款所指的另外刊登的公告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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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以 

“、(2)或(3A)款所指的公告”。”。 

94 刪去第(1)及(2)款而代以 —— 

 “(1) 第 22A 條，標題 —— 

廢除 

“就某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 

 (2) 第 22A(1)(b)條，中文文本 —— 

廢除 

“選舉界別” 

代以 

“界別”。”。 

94 刪去第(5)款而代以 —— 

 “(5) 第 22A(4)及(5)條，中文文本 —— 

廢除 

所有“選舉界別” 

代以 

“界別”。”。 

94 刪去第(6)、(7)及(8)款。 

95 刪去第(1)款而代以 —— 

 “(1) 第 22B 條，標題 —— 

廢除 

在“證明”之後的所有字句 

代以 

“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喪失資格選舉主任須作出通知而候

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須作出宣布”。”。 

95 刪去第(3)款而代以 —— 

 “(3) 第 22B(1)(b)條，中文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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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 

“選舉界別” 

代以 

“界別”。”。 

95 加入 —— 

 “(4A) 第 22B(3)條 —— 

廢除 

“必須由有關選舉主任” 

代以 

“須由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95 刪去第(5)款而代以 —— 

 “(5) 第 22B(3)條 —— 

廢除 

“該選舉主任” 

代以 

“該委員會”。”。 

95 刪去第(7)款而代以 —— 

 “(7) 第 22B(4)(b)條，中文文本 —— 

廢除 

“選舉界別” 

代以 

“界別”。”。 

95 刪去第(9)款而代以 —— 

 “(9) 第 22B(4)(d)及(5)(b)及(c)條，中文文本 —— 

廢除 

“選舉界別” 

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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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 

95 刪去第(10)及(11)款。 

96 刪去第(1)及(2)款而代以 —— 

 “(1) 第 22C 條，標題 —— 

廢除 

“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 

 (2) 第 22C(1)條，中文文本 —— 

廢除 

所有“選舉界別” 

代以 

“界別”。”。 

96 刪去第(3)款。 

96 加入 —— 

 “(3A) 第 22C(2)條 —— 

廢除 

“或 22B(3)(a)”。”。 

101 刪去該條而代以 —— 

 “101. 修訂第 28 條(投票站、點票站及選票分流站的指定) 

 (1) 第 28(1)(c)條，在“接收的”之後 —— 

加入 

“或在選委會界別投票站所投的”。 

 (2) 第 28(1C)條 —— 

廢除 

在“是小投票站”之後的所有字句 

代以 

“、專用投票站或選委會界別投票站，則總選舉事務
主任須指定某個投票站(小投票站、專用投票站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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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界別投票站除外)作為大點票站，以點算在該投
票站及在有關小投票站、有關專用投票站或有關選委
會界別投票站(視何者屬適當而定)所投的票。”。 

 (3) 第 28(9)(a)條 —— 

廢除第(ii)節 

代以 

 “(ii) 為點算 —— 

 (A) 在各個供該項選舉進行投票的投票站中就各
功能界別投下的票；及 

 (B) 在各個選委會界別投票站中就選舉委員會界
別投下的票， 

指定一個點票站；及”。”。 

102 在建議的第 28A 條中，加入 —— 

 “(4A) 根據第(3)款須支付的使用費，須從政府一般收入中撥

付。”。 

102 在建議的第 28A(5)條中，刪去“$10,000罰款”而代以“$50,000罰款，

該罰款可作為欠政府的民事債項追討”。 

102 刪去建議的第 28A(6)條。 

102 在建議的第 28A(7)條中，在英文文本中，在 owner 的定義中，在

(a)(i)段中，刪去“situate”而代以“are situated”。 

103 刪去第(1)款而代以 —— 

 “(1) 第 30 條 —— 

廢除第(1)及(2)款 

代以 

 “(1) 總選舉事務主任可 —— 

 (a) 就每個地方選區或功能界別編配一個或多於一個
投票站，以進行投票；及 

 (b) 就選舉委員會界別編配一個或多於一個投票站，
以進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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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儘管有第(1)款的規定，總選舉事務主任可就換屆選
舉，安排 —— 

 (a) 在某個地方選區投票站進行一個或多於一個功能
界別的投票；及 

 (b) 在某個選委會界別投票站進行一個或多於一個地
方 選 區 及 一 個 或 多 於 一 個 功 能 界 別 的 投
票。”。”。 

103 刪去第(3)及(4)款而代以 —— 

 “(3) 在第 30(4)(aa)條之後 —— 

加入 

 “(ab) 可將一個選委會界別投票站，分配予亦有權在選舉委
員會界別中投票的地方選區選民，以供該人投下在有
關地方選區的一票及在選舉委員會界別的一票；
及”。 

 (4) 第 30(4)條 —— 

廢除(b)段 

代以 

 “(b) 可分配予地方選區選民其獲分配的投票站，以作以下
兩項或其中一項目的 —— 

 (i) 如該地方選區選民亦有權以選民身分在某功能界
別中投票——供該人以選民身分投下在該功能界
別的一票； 

 (ii) 如該地方選區選民亦有權以獲授權代表身分在某
功能界別中投票——供該人以獲授權代表身分投
下在該功能界別的一票。”。”。 

103 加入 —— 

 “(5A) 第 30(5)條 —— 

廢除 

“其地方選區” 

代以 

“該人獲分配的”。”。 

114(2) 在建議的第 53(4)條中，刪去“或選舉委員會界別(或兩者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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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在建議的第 53(4)(b)條中，刪去分號而代以“；及”。 

114(2) 在建議的第 53(4)(c)條中，刪去“；及”而代以句號。 

114(2) 刪去建議的第 53(4)(d)條。 

114 加入 —— 

 “(2A) 在第 53(4)條之後 —— 

加入 

 “(4AA) 投票站主任在選委會界別投票站 —— 

 (a) 如某選民有權在選舉委員會界別中投票(選委會
界別選民 )——須向該選民發出選委會界別選
票； 

 (b) 如該選委會界別選民亦有權在某地方選區中投
票，而該投票站供該選區進行投票用——亦須向
該選民發出該選區的地方選區選票； 

 (c) 如該選委會界別選民亦有權以選民身分在某功
能界別中投票，而該投票站供該界別進行投票
用——亦須向該選民發出該界別的功能界別選
票；及 

 (d) 如該選委會界別選民亦有權以獲授權代表身分在
某功能界別中投票，而該投票站供該界別進行投
票用——亦須向該選民發出該界別的功能界別選
票。”。”。 

114(3) 在所有“電子文本”之後加入“或摘錄”。 

116 刪去第(2)款而代以 —— 

 “(2) 第 54 條 —— 

廢除第(3)款 

代以 

 “(3) 在地方選區中投票的選民須將沒有摺疊的選票，以已
填劃的一面向下的方式，放進投票箱。”。”。 

128 在建議的第 70(1)(a)、(2)(a)及(d)(i)及(3)(a)條中，刪去“及選委會界

別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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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在建議的第 70(1)(b)及(c)、(2)(b)、(c)及(d)(ii)及(iii)及(3)(b)及(c)條
中，刪去“及選舉委員會界別”。 

128 在建議的第 70 條中，加入 —— 

 “(3A) 任何選委會界別投票站的投票站主任，須將以下物品送交

中央點票站，或安排將之送交中央點票站 —— 

 (a) 該投票站內的選委會界別票箱； 

 (b) 該主任根據第 63(2)(e)(i)、(ii)及(iii)或 63A(1)(e)(i)、
(ii)及(iii)條為選舉委員會界別製備的密封包裹；及 

 (c) 該主任根據第 64 條為選舉委員會界別擬備的選票結
算表。”。 

128 在建議的第 70(4)條中，刪去“或選舉委員會界別”。 

130 在建議的第 72(2)條中，在“投票站”之前加入“選委會界別”。 

131 在建議的第 73B(4)條中，在“每個”之後加入“選委會界別”。 

131 在建議的第 73C(1)條中，在“每個”之後加入“選委會界別”。 

131 在建議的第 73C(1)條中，加入 —— 

 “(aa) 如在有關選舉中有使用載有選委會界別選票的封套——從

該等封套內取出該等選委會界別選票；”。 

131 在建議的第 73C(2)條中，在“每個”之後加入“選委會界別”。 

131 在建議的第 73C(2)(a)條中，在“某”之後加入“個選委會界別”。 

131 在建議的第 73C(2)(b)條中，刪去“、73D(7)(c)”。 

131 在建議的第 73C(3)條中，在“選委會界別票箱中”之後加入“或在第

(1)(aa)款所述的封套內，”。 

131 在建議的第 73C(3)條中，在“來自每個”之後加入“選委會界別”。 

131 在建議的第 73C(4)條中，在“選委會界別票箱中”之後加入“或在第

(1)(aa)款所述的封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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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在建議的第 73C(4)及(7)(b)條中，在“來自每個”之後加入“選委會界

別”。 

131 刪去建議的第 73D(4)條。 

131 在建議的第 73D(6)條中，刪去“或(4)(d)”。 

131 在建議的第 73D(7)(a)條中，刪去分號而代以“；及”。 

131 在建議的第 73D(7)(b)條中，刪去“；及”而代以句號。 

131 刪去建議的第 73D(7)(c)條。 

131 在建議的第 73E(1)條中，在“專用投票站”之後加入“或選委會界別

投票站”。 

131 在建議的第 73E(1)(i)(iii)條中，在“第”之後加入“63 或”。 

131 在建議的第 73E(2)、(3)及(5)(b)條中，在“專用投票站”之後加入“或
選委會界別投票站”。 

133 刪去第(4)款而代以 —— 

 “(4) 第 75(7)(b)條 —— 

廢除 

“(ia)” 

代以 

“(ib)”。”。 

136 加入 —— 

 “(4) 第 77(7)(b)條 —— 

廢除 

“及(hb)” 

代以 

“、(hb)及(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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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在建議的第 78A(1)條中，刪去“(不論是否載於封套內)”。 

138 刪去建議的第 78A(2)條而代以 —— 

 “(2) 須將從 2 個或多於 2 個選委會界別投票站送來的選委會界

別選票混在一起。”。 

138 刪去建議的第 78A(3)及(4)條。 

142(9) 刪去“選委會界別”。 

143(7) 刪去“選委會界別”。 

148 (a) 將該條重編為草案第 148(1)條。 

(b) 在第(1)款中，在“文本”之後加入“或摘錄”。 

(c) 加入 —— 

 “(2) 第 88 條，中文文本，在“該等文件”之後 —— 

加入 

“、文本及摘錄”。”。 

151 刪去該條而代以 —— 

 “151. 廢除第 97 條(選舉程序終止後的程序) 

第 97 條 —— 

廢除該條。”。 

153(1) 在“98(2)(aa)”之後加入“及(ab)”。 

155 刪去該條而代以 —— 

 “155. 修訂第 104 條(釋義(第 7 部)) 

 (1) 第 104(1)條，選舉期的定義，(b)(i)段 —— 

廢除 

“42C 或”。 

 (2) 在第 104(4)(a)條之後 ——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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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選舉委員會委員；”。”。 

156 在建議的第 8 部中，在標題中，在“電子文本”之後加入“或摘錄”。 

156 在建議的第 109 條中，刪去正式登記冊電子文本的定義而代以 —— 

“正式登記冊電子文本或摘錄 (FR electronic copy or extract)指根

據第 110 條設立和維持的正式登記冊或其部分的電子文本

或摘錄；”。 

156 在建議的第 109 條中，在取覽的定義中，在所有“電子文本”之後加

入“或摘錄”。 

156 在建議的第 110 條中，在標題中，在“電子文本”之後加入“或摘

錄”。 

156 在建議的第 110(1)及(2)條中，在“電子文本”之後加入“或摘錄”。 

156 在建議的第 111 條中，在標題中，在“電子文本”之後加入“或摘

錄”。 

156 在建議的第 111(1)、(2)及(3)(a)及(b)條中，在所有“電子文本”之後

加入“或摘錄”。 

156 在建議的第 112 條中，在標題中，在“電子文本”之後加入“或摘

錄”。 

161 在建議的第 31A 條中，加入 —— 

 “(4A) 根據第(3)款須支付的使用費，須從政府一般收入中撥

付。”。 

161 在建議的第 31A(5)條中，刪去“$10,000罰款”而代以“$50,000罰款，

該罰款可作為欠政府的民事債項追討”。 

161 刪去建議的第 31A(6)條。 

161 在建議的第 31A(7)條中，在英文文本中，在 occupier 的定義中，在

(a)段中，刪去“sub-tenant”而代以“subten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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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在建議的第 31A(7)條中，在英文文本中，在 owner 的定義中，在

(a)(i)段中，刪去“situate”而代以“are situated”。 

新條文 加入 —— 

 “172A. 修訂第 105 條(釋義(第 7 部)) 

在第 105(4)(a)條之後 —— 

加入 

 “(ab) 選舉委員會委員；”。”。 

177 刪去第(9)款而代以 —— 

 “(9) 第 4(4)條，中文文本 —— 

廢除 

“宗教界界別分組補充提名” 

代以 

“補充指定提名”。”。 

179(4)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必須”而代以““必須”。 

185 在建議的第 2B(4)條中，在中文文本中，刪去“一份”而代以“1 份”。 

185 在建議的第 2B(10)條中，刪去“選舉登記主任認為就下述目的而屬適

當的任何其他資料：為使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信納”而代以“任何其

他資料，使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能夠裁定”。 

185 在建議的第 2B(11)(a)條中，刪去“6 月 14 日”而代以“7 月 5 日”。 

185 在建議的第 2C(4)(b)條中，在英文文本中，刪去“offices”而代以

“office”。 

185 在建議的第 2C(9)條中，刪去“選舉登記主任認為就下述目的而屬適當

的任何其他資料：為使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信納”而代以“任何其他

資料，使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能夠裁定”。 

185 在建議的第 2C(10)(a)條中，刪去“6 月 14 日”而代以“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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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刪去建議的第 2D(4)(a)條而代以 —— 

 “(a) 可要求選舉登記主任提供該主任所管有的與第(5)款指明的

任何事宜有關的資料； 

 (ab) 可要求選舉登記主任向任何人取得與第(5)款指明的任何事

宜有關的其他資料；及”。 

185 在建議的第 2D(4)(b)條中，在英文文本中，在“appropriate”之後加入

“for enabling the Committee”。 

185 刪去建議的第 2D(5)條而代以 —— 

 “(5) 為施行第(4)(a)及(ab)款而指明的事宜為 —— 

 (a) 第 2B 或 2C 條(視何者適用而定)及《第 569 章》附表
第 5I、5J、5L 及 5M 條是否就該人而獲遵從； 

 (b) 登記表格或在該表格上的人的登記是否有效； 

 (c) 登記表格是否已按本規例的規定填妥或簽署； 

 (d) 根據該附表，該人是否有資格登記為當然委員； 

 (e) 根據該附表，該人是否喪失獲如此登記的資格；及 

 (f) 該人是否已去世。”。 

185 刪去建議的第 2D(6)條。 

185 在建議的第 2D(8)條中，刪去在“作出裁定”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

以 —— 

  “後 —— 

 (a) 選舉登記主任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將該裁定以
書面通知協進會或該人(視屬何情況而定)；及 

 (b) 如該人的登記被裁定有效 —— 

 (i) 該委員會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於憲報刊登
公告，宣布該項登記有效；及 

 (ii) 選舉登記主任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根據
《第 569 章》附表第 40(1A)或 41 條登記該人為
當然委員。”。 

191 加入 —— 

 “(2A) 第 8(8)條，在“可”之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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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只”。”。 

191(3) 在“有資格獲提名為”之後加入“有關界別分組的”。 

193 刪去第(2)款而代以 —— 

 “(2) 第 10 條 —— 

廢除 

“選舉主任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7(8)條就成為” 

代以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7(8)條就獲有效提名為”。 

 (3) 第 10 條 —— 

廢除 

“選舉主任根據該附表” 

代以 

“選舉主任或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根據該附表”。 

 (4) 第 10 條 —— 

廢除 

“或根據” 

代以 

“或選舉主任根據”。”。 

194 在建議的第 12(6)(b)條中，在英文文本中，在“appropriate”之後加入

“for enabling the Committee”。 

194 在建議的第 12(7)(a)條中，刪去“《第 569 章》附表第 8、9或 9A條”
而代以“第 7 條及《第 569 章》附表第 8、9 及 9A 條”。 

195 刪去第(6)款而代以 —— 

 “(6) 第 13(3)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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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 

“選舉主任可” 

代以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可”。 

 (6A) 第 13(3)(c)條 —— 

廢除 

“選舉主任” 

代以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195(7) 在建議的第 13(3A)(b)條中，在英文文本中，在“appropriate”之後加

入“for enabling the Committee”。 

195(7) 在建議的第 13(3B)(a)條中，刪去“《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17、18 或 18A 條”而代以“第 8 條及《行政長官選舉條

例》(第 569 章)的附表第 17、18 及 18A 條”。 

198 刪去第(1)款而代以 —— 

 “(1) 第 16 條，標題 —— 

廢除 

“選舉主任須批註無效的提名表格” 

代以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須批註無效的提名表格，而選舉

主任須通知候選人提名有效性的決定”。”。 

新條文 加入 —— 

 “198A. 修訂第 18 條(選舉主任須刊登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的詳情
的公告) 

 (1) 第 18 條，標題 —— 

廢除 

“選舉主任” 

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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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2) 第 18(1)條 —— 

廢除 

“選舉主任必” 

代以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3) 第 18(3)條 —— 

廢除 

在“分組而刊登。”之後的所有字句。”。 

199 在第(1)款之前加入 —— 

 “(1A) 第 19 條，標題，在“選舉主任”之前 —— 

加入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及”。 

 (1B) 第 19(1)條 —— 

廢除 

“選舉主任必” 

代以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199(1) 在英文文本中，刪去“nominees”而代以“who”。 

199 加入 —— 

 “(3) 第 19(2)條 —— 

廢除 

“必須在根據第 18 條就該界別分組刊登的公告中或在另行

刊登的” 

代以 

“須在”。 

 (4) 第 19(3)條 —— 

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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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行刊登的公告必” 

代以 

“公告”。”。 

新條文 加入 —— 

 “199A. 修訂第 20 條(如獲有效提名的候選人去世選舉主任須作出
通知及宣布) 

 (1) 第 20 條 —— 

廢除第(2)款 

代以 

 “(2) 第(1)款所指的選舉主任須 —— 

 (a) 在已去世候選人的界別分組提名表格上批
註，表明該候選人已去世；及 

 (b) 在該項批註上簽署。”。 

 (2) 第 20(4)條 —— 

廢除 

“(2)(b)或”。”。 

200 在第(1)款之前加入 —— 

 “(1A) 第 21 條，標題 —— 

廢除 

“及” 

代以 

“而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須作出”。”。 

200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第(1)款而代以 —— 

 “(1) 第 21(1)條，在“主任在”之後 —— 

加入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200 刪去第(2)、(3)、(4)及(5)款而代以 —— 

 “(2) 第 21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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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第(2)款 

代以 

 “(2)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須 —— 

 (a) 在喪失資格的候選人的界別分組提名表格上批
註，表明該委員會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 569 章)的附表第 22(1)條就該名候選人作出的
決定已被更改，並說明更改的理由；及 

 (b) 在該項批註上簽署。”。 

 (3) 第 21(3)條 —— 

廢除 

“有關選舉主任” 

代以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4) 第 21(3)條 —— 

廢除 

“該選舉主任” 

代以 

“該委員會”。 

 (5) 第 21(4)條 —— 

廢除 

“(2)(b)或”。”。 

201 (a) 將該條重編為草案第 201(1)條。 

(b) 加入 —— 

 “(2) 第 22(2)條 —— 

廢除 

“或 21(3)(a)”。 

 (3) 第 22(2)(b)條 —— 

廢除 

“25(2)” 

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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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A)”。”。 

202 在建議的第 28A 條中，加入 —— 

 “(4A) 根據第(3)款須支付的使用費，須從政府一般收入中撥

付。”。 

202 在建議的第 28A(5)條中，刪去“$10,000罰款”而代以“$50,000罰款，

該罰款可作為欠政府的民事債項追討”。 

202 刪去建議的第 28A(6)條。 

202 在建議的第 28A(7)條中，在英文文本中，在 owner 的定義中，在

(a)(i)段中，刪去“situate”而代以“are situated”。 

205 (a) 刪去“正式投票人登記冊電子文本”而代以“正式投票人登記冊

的正式登記冊電子文本或摘錄”。 

(b) 在“該正式登記冊電子文本”之後加入“或摘錄”。 

205 在英文文本中，在“has been”之後加入“or have been”。 

新條文 加入 —— 

 “211A. 修訂第 80 條(選舉主任須宣布界別分組選舉結果) 

 (1) 在第 80(1)條之後 —— 

加入 

 “(1A) 如在選舉主任宣布某候選人當選前 —— 

 (a) 該主任信納該候選人已去世一事已獲證明；
或 

 (b)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信納該候選人喪失當
選資格一事已獲證明， 

則第(2)款適用。”。 

 (2) 第 80(2)條 —— 

廢除 

  在“主任 ——”之前的所有字句 

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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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第(1A)(a)或(b)款所述的情況下，選舉”。”。 

214 (a) 將該條重編為草案第 214(1)條。 

(b) 在第(1)款中，在“文本”之後加入“或摘錄”。 

(c) 加入 —— 

 “(2) 第 85 條，中文文本，在“該等文件”之後 —— 

加入 

“、文本及摘錄”。”。 

新條文 加入 —— 

 “218A. 修訂第 107 條(釋義(第 7 部)) 

在第 107(4)(a)條之後 —— 

加入 

 “(ab) 選委會委員；”。”。 

219 在建議的第 8 部中，在標題中，在“電子文本”之後加入“或摘錄”。 

219 在建議的第 112 條中，刪去正式登記冊電子文本的定義而代以 —— 

“正式登記冊電子文本或摘錄 (FR electronic copy or extract)指根

據第 113 條設立和維持的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或其

部分的電子文本或摘錄；”。 

219 在建議的第 112 條中，在取覽的定義中，在所有“電子文本”之後加

入“或摘錄”。 

219 在建議的第 113 條中，在標題中，在“電子文本”之後加入“或摘

錄”。 

219 在建議的第 113(1)及(2)條中，在“電子文本”之後加入“或摘錄”。 

219 在建議的第 114 條中，在標題中，在“電子文本”之後加入“或摘

錄”。 

219 在建議的第 114(1)、(2)及(3)(a)及(b)條中，在所有“電子文本”之後

加入“或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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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在建議的第 115 條中，在標題中，在“電子文本”之後加入“或摘

錄”。 

224 在建議的第 4A(3)條中，在“如”之後加入“第 4 條及”。 

224 在建議的第 4A(6)(a)條中，在“認為”之後加入“第 4 條及”。 

226(1)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而選舉主任須通知候選人提名有效性的裁

定”。 

229 在所有“電子文本”之後加入“或摘錄”。 

236 (a) 將該條重編為草案第 236(1)條。 

(b) 在第(1)款中，在“的文本”之後加入“或摘錄”。 

(c) 在第(1)款中，在中文文本中，刪去所有“及文本”而代以“、文本

及摘錄”。 

(d) 加入 —— 

 “(2) 第 59(b)條，在“文件”之後 —— 

加入 

“、文本及摘錄”。”。 

新條文 加入 —— 

 “239A. 修訂第 86 條(釋義(第 10 部)) 

在第 86(4)(a)條之後 —— 

加入 

 “(ab) 選舉委員會委員；”。”。 

240 在建議的第 11 部中，在標題中，在“電子文本”之後加入“或摘錄”。 

240 在建議的第 91 條中，刪去正式登記冊電子文本的定義而代以 —— 

“正式登記冊電子文本或摘錄 (FR electronic copy or extract)指根

據第 92 條設立和維持的正式委員登記冊或其部分的電子

文本或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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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在建議的第91條中，在取覽的定義中，在所有“電子文本”之後加入

“或摘錄”。 

240 在建議的第 92 條中，在標題中，在“電子文本”之後加入“或摘錄”。 

240 在建議的第 92(1)及(2)條中，在“電子文本”之後加入“或摘錄”。 

240 在建議的第 93 條中，在標題中，在“電子文本”之後加入“或摘錄”。 

240 在建議的第 93(1)、(2)及(3)(a)及(b)條中，在所有“電子文本”之後加

入“或摘錄”。 

240 在建議的第 94 條中，在標題中，在“電子文本”之後加入“或摘錄”。 

262(5) 在建議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定義中，刪去“第 23A 條”而代以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A 條”。 

新條文 加入 —— 

 “263A. 加入第 3B 條 

第 1 部，在第 3A 條之後 —— 

加入 

 “3B. 不得對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作出的若干決定提起訴
訟  

按照《基本法》附件二，對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根
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
作出的立法會議員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得提起
訴訟。”。”。 

271(2) 在建議的第 20E(b)(xxii)條中，在中文文本中，在“會”之後加入“成
員”。 

275 刪去建議的第 20O(c)條而代以 —— 

 “(c) 有權在香港酒店業主聯會的大會上表決的該會的團體成員

的團體。”。 

292 刪去該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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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刪去第(13)款而代以 —— 

 “(13) 第 25(3)(d)條 —— 

廢除 

所有“或航運交通界” 

代以 

“、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金融界功能界別、體育、演

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科技創新界功能界別或飲食

界”。”。 

294 刪去第(15)款而代以 —— 

 “(15) 第 25(4)條 —— 

廢除 

“12 個月內維持” 

代以 

“3 年內作為有關團體持續”。”。 

294 刪去第(19)及(20)款而代以 —— 

 “(19) 第 25 條 —— 

廢除第(7)款 

代以 

 “(7) 在計算第 (4)或 (5)款適用的團體持續運作的期間
時  —— 

 (a) 該期間是否在《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
條例》(2021 年第    號)於憲報刊登當日之前開
始無關重要； 

 (b) 該團體在成為指明作為組成有關功能界別的團體
(組成團體)之前持續運作的期間，不得予以考
慮；及 

 (c) 如第 (4)或 (5)款所述的有關條文，提述有權表
決 —— 

 (i) 該團體無須屬如此有權表決，以獲視為成為
組成團體；及 

 (ii) 該團體是否在該期間內一直屬如此有權表決
無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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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在第 25(7)條之後 —— 

加入 

 “(8) 就為 2021 年編製的功能界別的臨時選民登記冊及正
式選民登記冊而言，第(4)或(5)款(視屬何情況而定)適
用於在為 2020 年發表的功能界別正式選民登記冊中
登記的團體，猶如在該款中對“其提出登記為有關功
能界別中的團體選民的申請”的提述，是對“2021 年 7
月 5 日”的提述一樣。”。”。 

新條文 加入 —— 

 “294A. 修訂第 26 條(團體選民須有獲授權代表) 

 (1) 第 26(1)條 —— 

廢除 

“挑選” 

代以 

“委任”。 

 (2) 第 26(3)條 —— 

廢除 

“挑選” 

代以 

“委任”。 

 (3) 在第 26(7)條之後 —— 

加入 

 “(8) 根據第(1)或(5)款委任或更換某團體選民的獲授
權代表的決定，只可由該團體選民的管治單位
(不論其名稱為何)作出。”。”。 

299(1) 刪去“9 月 13 日”而代以“9 月 26 日”。 

299(1) 刪去“10 月 25 日”而代以“10 月 29 日”。 

300 刪去該條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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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修訂第 36 條(舉行補選以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 

第 36(1)條 —— 

廢除(b)及(ca)段。”。 

306 (a) 將該條重編為草案第 306(1)條。 

(b) 加入 —— 

 “(2) 第 42A(2)條 —— 

廢除 

“選舉主任必” 

代以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307 刪去第(1)款而代以 —— 

 “(1) 第 42B 條，標題 —— 

廢除 

“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 

307 刪去第(3)款而代以 —— 

 “(3) 第 42B(1)條 —— 

廢除 

“某地方選區或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的選舉之後，如” 

代以 

“某選區或選舉界別的選舉之後，如選舉主任”。”。 

307 刪去第(4)款。 

307(5) 在建議的第 42B(4)條中，刪去“選舉委員會”而代以“某選區或選

舉”。 

307(5) 在建議的第 42B(4)(a)條中，在“委員會須按照”之後加入“《基本

法》附件二及”。 

307 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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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A) 第 42B(5)條 —— 

廢除 

“選舉主任亦必” 

代以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亦”。”。 

307 刪去第(6)款。 

308 刪去該條而代以 —— 

 “308. 廢除第 42C 條(獲有效提名的功能界別(區議會(第二)功能
界別除外)的候選人於選舉日期之前去世或喪失資格的情
況) 

第 42C 條 —— 

廢除該條。”。 

310 刪去第(1)款而代以 —— 

 “(1) 第 46A 條 —— 

廢除第(1)及(2)款 

代以 

 “(1) 如在選舉當日但在宣布選舉結果前 —— 

 (a) 選舉主任接獲證明並信納獲有效提名參加某選區
或選舉界別的選舉的候選人已去世；或 

 (b)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接獲證明並信納獲有效提
名參加某選區或選舉界別的選舉的候選人喪失當
選資格， 

則第(2)及(3)款適用。 

 (2) 在第(1)(a)或(b)款所述的情況下 —— 

 (a) 該選區或選舉界別的選舉程序不得在該階段終
止； 

 (b) 如該項選舉的投票仍未開始或正在進行，則須開
始進行或繼續進行投票，猶如該候選人去世或喪
失當選資格一事並無發生一樣；及 



 34 

 (c) 如就該項選舉進行的點票仍未開始或正在進行，
則須開始進行或繼續進行點票，猶如該候選人去
世或喪失當選資格一事並無發生一樣。”。”。 

310(2) 刪去“(2A)”而代以“(1)”。 

312 在建議的第 49(4)條中，刪去“一名”而代以“1 名”。 

319(2) 刪去“46A(2A)(b)”而代以“46A(1)(b)”。 

319(3) 刪去“46A(2A)(b)”而代以“46A(1)(b)”。 

319(8) 在建議的第 60A(5)(b)條中，刪去“《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
第 2(1)條所界定的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而代以“舉行選舉時

有效的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2(1)條所界定者)”。 

323 加入 —— 

 “(2A) 第 60E(1)(b)條 —— 

廢除 

“第 4 條” 

代以 

“第 3、4 或 4A 條(視何者適用而定)”。”。 

323 加入 —— 

 “(5) 第 60E(2)(b)條 —— 

廢除 

“第 4 條” 

代以 

“第 3、4 或 4A 條(視何者適用而定)”。”。 

324 刪去該條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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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修訂第 60F 條(未能完成的選舉並不影響獲得資助的權
利，但如選舉程序終止則不須支付資助) 

 (1) 第 60F 條，標題 —— 

廢除 

“，但如選舉程序終止則不須支付資助”。 

 (2) 第 60F 條 —— 

廢除第(2)款。”。 

327 在建議的選舉的定義中，在(a)段中，刪去“《基本法》附件二”而代

以“第 3B 條”。 

337 加入 —— 

 “(2A) 附表 1A，第 2 項 —— 

廢除 

“香港”。”。 

344(4) 刪去“10 月 11 日”而代以“10 月 23 日”。 

346(2) 刪去“9 月 29 日”而代以“10 月 11 日”。 

347 刪去“10 月 7 日”而代以“10 月 20 日”。 

349 刪去“10 月 7 日”而代以“10 月 20 日”。 

351(2) 刪去“9 月 13 日”而代以“9 月 26 日”。 

351(2) 刪去“10 月 11 日”而代以“10 月 23 日”。 

354 在建議的第 3(1)(b)條中，在“名；”之後加入“或”。 

354 在建議的第 3(1)(c)條中，刪去“如該人就選舉委員會界別獲提

名——”。 

354 在建議的第 3(1)(c)條中，刪去“該界別”而代以“某選區或選舉界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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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在建議的第 3(1)(c)(ii)條中，刪去“；或”而代以句號。 

354 刪去建議的第 3(1)(d)條。 

354 在建議的第 3(2)(a)條中，在“告；”之後加入“或”。 

354 在建議的第 3(2)(b)(i)條中，刪去“選舉委員會”而代以“該選區或”。 

354 在建議的第 3(2)(b)(ii)條中，刪去“；或”而代以句號。 

354 刪去建議的第 3(2)(c)條。 

356 在建議的第 7(5)(c)(i)條中，刪去“就所有”而代以“只就 1 個”。 

356 在建議的第 7(5)(c)(ii)條中，刪去“就所有”而代以“只就 1 個”。 

356 刪去建議的第 7(7)、(8)、(9)及(10)條。 

356 在建議的第 7(11)條中，刪去“、(8)(b)及(10)(b)”。 

356 在建議的第 7(13)(b)條中，刪去“第 6 條”而代以“第 16 條”。 

356 在建議的第 7(14)條中，刪去“其他”而代以“同一份或另一份”。 

368 (a) 將該條重編為草案第 368(2)條。 

(b) 加入 —— 

 “(1) 第 37(1C)條 —— 

廢除(b)段。”。 

376 在建議的第 4(a)條中，刪去“及(z)”而代以“、(z)或(za)”。 

376 在建議的第 4(b)條中，刪去“、(za)及”而代以“或”。 

380 在“條文；”之後加入“就設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訂定條

文；”。 

383 刪去建議的第 9A(1)條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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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為施行《基本法》附件一及二及本條例，以及為任何其他

條例所訂明的其他目的，現設立一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

會。”。 

383 刪去建議的第 9A(2)(a)及(b)條而代以 —— 

 “(a) 主席； 

 (b) 最少 2 名但不超過 4 名的官守成員；及 

 (c) 最少 1 名但不超過 3 名的非官守成員。”。 

383 在建議的第 9A(4)條中，在“委任”之後加入“為第(2)(a)或(b)款提述

的主席或官守成員”。 

383 在建議的第 9A 條中，加入 —— 

 “(5) 只有並非公職人員的人，方有資格根據第(3)款獲委任為第

(2)(c)款提述的非官守成員。 

 (6) 行政長官須將根據第(3)款作出的任何委任，報中央人民政

府備案。”。 

383 加入 —— 

 “9B. 不得對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作出的若干決定提起訴訟  

 (1) 按照《基本法》附件一，對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根
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
作出的選舉委員候選人或行政長官候選人資格確認的
決定，不得提起訴訟。 

 (2) 在第(1)款中 —— 

選舉委員候選人 (candidate for membership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指 —— 

 (a) 擬議按照附表第 2A 部登記為當然委員的人； 

 (b) 按照附表第 3 部提名為獲提名人的人；或 

 (c) 按照附表第 4 部提名為界別分組選舉候選人的
人。”。 

新條文 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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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A. 修訂第 18 條(提名的刊登) 

第 18(1)條 —— 

廢除 

“選舉主任” 

代以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386 刪去第(2)款而代以 —— 

 “(2) 第 20(1)條，英文文本 —— 

廢除 

“shall” 

代以 

“must”。”。 

386 刪去第(3)款。 

388(3)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c)條”而代以“條”。 

391 在建議的選舉的定義中，在(a)段中，刪去“《基本法》附件一”而代

以“第 9B 條”。 

新條文 加入 —— 

 “395A. 修訂附表(選舉委員會) 

附表 —— 

廢除 

“[第 2、8” 

代以 

“[第 2、8、9B”。”。 

396(2)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一段”而代以“一般”。 

396(3) 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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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名稱的定義；”。 

397(5)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建議的第 2(5)條而代以 —— 

 “(5) 每個界別分組由 —— 

 (a) 如在上述列表第 3 欄與該界別分組相對之處指明的數
目並非 0——該界別分組的指明人士； 

 (b) 如在上述列表第 4 欄與該界別分組相對之處指明的數
目並非 0——該界別分組的指定團體；及 

 (c) 如在上述列表第 5 欄與該界別分組相對之處指明的數
目並非 0——該界別分組的指明實體， 

所組成。”。 

398(1) 在建議的第 3(1AA)條中，在中文文本中，在“指明職位”之前加入

“某”。 

398 加入 —— 

 “(4) 附表，第 3(2)條 —— 

廢除 

“根據第41(4)條刊登示明該人的姓名已被如此加入的公告” 

代以 

“其姓名被如此加入”。 

 (5) 附表，在第 3(2)條之後 —— 

加入 

 “(2A) 如 —— 

 (a) 某指定人士在登記為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之後，
成為擔任某指明職位的人；及 

 (b) 選舉登記主任因該人屬擔任該職位的人，而根據
第 41(3)條藉將該人的姓名加入選舉委員會正式
委員登記冊之中，將該人登記為該委員會的當然
委員， 

則該人在其姓名被如此加入當日，即視為已辭去(a)段
所指的委員席位。”。”。 

399 在第(1)款之前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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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附表，第 4 條 —— 

廢除第(1)款 

代以 

 “(1) 選舉登記主任須 —— 

 (a) 在始於空缺宣布作出當日並終於該日之後的 14
日的期間內；或 

 (b) 在始於指明日期之前的 210 日並終於指明日期之
前的 165 日的期間內， 

按照《選管會規例》編製和發表選舉委員會臨時委員
登記冊。”。 

 (1B) 附表，第 4(2)條 —— 

廢除(a)段 

代以 

 “(a) 有選舉委員會臨時委員登記冊在第(1)(a)或(b)款提述
的期間的首日之前的 12 個月內發表； 

 (ab) 選舉委員會是在第(1)(a)或(b)款提述的期間的首日之
前的 12 個月內組成的； 

 (ac) 立法會在當屆任期中由行政長官按照《基本法》解
散；或”。”。 

399(1)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副本”而代以“文本”。 

399(2)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副本”而代以“文本”。 

399(3)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副本”而代以“文本”。 

399 加入 —— 

 “(4) 附表，第 4(7)條，現有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的定

義 —— 

廢除 

“作出有關空缺宣布當日” 

代以 

“第(1)(a)或(b)款(視屬何情況而定)提述的期間的首日”。 

 (5) 附表，第 4(7)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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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筆劃數目順序加入 

“指明日期  (specified date)指立法會當屆任期完結當
日；”。”。 

400 (a) 將該條重編為草案第 400(1)條。 

(b) 加入 —— 

 “(2) 附表，第 5(2)(b)條 —— 

廢除 

“就針對選舉登記主任就該登記冊所作出的決定” 

代以 

“就關乎該登記冊”。”。 

401 刪去建議的第 5E(m)條而代以 —— 

 “(m) 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主席；”。 

401 在建議的第 5I(5)(b)條中，在英文文本中，刪去“chooses to be 
registered as an ex-officio member”而代以“choose to be registered as ex-
officio members”。 

401 在建議的第 5L(2)條中，刪去“或(4)”。 

401 在建議的第 5L(3)(a)條中，刪去“政府”而代以“依據《基本法》第四

十八條第(五)項所指的提名而任命”。 

407(10) 刪去“選舉主任”而代以“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415(8) 在建議的第 12(19A)條中，刪去“39S、39V(b)、(h)或(i)、39Y(a)或
(b)、 39Z(a)”而代以 “39V(b)、 (h)或 (i)、 39Y(a)或 (b)、 39Z(a)、
39ZD(b)”。 

415(8) 在建議的第 12(19A)條中，在“已”之後加入“作為有關指明實體”。 

415(8) 刪去建議的第 12(19B)條而代以 —— 

 “(19B) 在第 39S 條中指明為會計界界別分組的指明實體的團體，

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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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在緊接它申請登記為投票人之前，已作為有關指明實
體持續運作達 3 年；及 

 (b) 在緊接它申請登記之前的 3 年內，曾承擔或進行公眾
利益實體項目(《財務匯報局條例》(第 588 章)第
3A(1)條所界定者)， 

方有資格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團體投票人。 

 (19C) 然而，為施行第(19B)款，有關團體如在緊接《2021 年完

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2021 年第    號)於憲報刊

登當日之前，屬《財務匯報局條例》(第 588 章)第 3A(1)條
所界定的註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則無須在緊接它申請

登記之前已作為上述註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持續運作達

3 年。”。 

415(9) 刪去“、39ZD(b)”。 

415(10) 刪去建議的第 12(23)條而代以 —— 

 “(23) 在計算第(19A)、(19B)或(20)款適用的團體持續運作的期

間時 —— 

 (a) 該期間是否在《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
例》(2021 年第    號)於憲報刊登當日之前開始無關
重要； 

 (b) 該團體在成為有關界別分組的指明實體之前持續運作
的期間，不得予以考慮；及 

 (c) 如第(19A)、(19B)或(20)款所述的有關條文，提述有
權表決 —— 

 (i) 該團體無須屬如此有權表決，以獲視為成為有關
界別分組的指明實體；及 

 (ii) 該團體是否在該期間內一直屬如此有權表決無關
重要。”。 

415(10) 在建議的第 12(24)條中，刪去在“而言”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第

(19A)或(20)款(視屬何情況而定)適用於在為 2020 年發表的界別分組

正式投票人登記冊中登記的團體，猶如在該款中對“它申請登記為

投票人”的提述，是對“2021 年 7 月 5 日”的提述一樣。”。 

416 在第(1)款之前加入 —— 

 “(1A) 附表，第 13(1)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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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 

“挑選” 

代以 

“委任”。”。 

416 加入 —— 

 “(3) 附表，第 13(3)條 —— 

廢除 

“挑選” 

代以 

“委任”。 

 (4) 附表，在第 13(7)條之後 —— 

加入 

 “(8) 根據第(1)或(5)款委任或更換某團體投票人的獲授權
代表的決定，只可由該團體投票人的管治單位(不論
其名稱為何)作出。”。”。 

417(1) 刪去“6 月 27 日”而代以“7 月 18 日”。 

417(1) 刪去“7 月 25 日”而代以“8 月 5 日”。 

417(3)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副本”而代以“文本”。 

417(5)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副本”而代以“文本”。 

417(6)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副本”而代以“文本”。 

421(2) 在建議的第 18A(1A)(b)及(c)條中，在中文文本中，刪去“會員”而代

以“員會”。 

423 (a) 將該條重編為草案第 423(1)條。 

(b) 加入 —— 

 “(2) 附表，第 22(2)條 —— 

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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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別分組的選舉主任” 

代以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424 加入 —— 

 “(3) 附表，第 23(5)條 —— 

廢除 

“選舉主任” 

代以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新條文 加入 —— 

 “424A. 修訂附表第 25 條(就某界別分組獲提名的候選人數目不足
時須採取的行動) 

 (1) 附表，第 25(2)條，在“如”之前 —— 

加入 

“除第(2A)款另有規定外，”。 

 (2) 附表，第 25(2)條 —— 

廢除 

“有關的選舉主任” 

代以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3) 附表，在第 25(2)條之後 —— 

加入 

 “(2A) 如在某項界別分組選舉的候選人提名期結束後，
有通知根據第 23(1)或(4)條發出而沒有候選人仍
屬獲有效提名，則有關的選舉主任須藉憲報公
告 ， 宣 布 該 選 舉 並 沒 有 候 選 人 獲 有 效 提
名。”。”。 

427 在建議的第 39D(b)條中，在中文文本中，刪去“董事會”而代以“會
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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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刪去建議的第 39H(a)條。 

427 在建議的第 39M(a)(i)條中，在英文文本中，刪去“Limited”。 

427 在建議的第 39M(a)(ii) 條中，在英文文本中，刪去 “general 
committee”而代以“Board of Directors”。 

427 在建議的第 39M(a)(ii)條中，在英文文本中，刪去“company”而代以

“Association”。 

427 在建議的第 39U(a)條中，在“總會”之後加入“有限公司”。 

431 在建議的第 43A(4)(a)及(9)條中，刪去“22(1)(d)”而代以“22(1)(f)”。 

433(2) 在建議的第 48(1A)條中，刪去“《基本法》附件一”而代以“本條例

第 9B 條”。 

434 在建議的附件 1 中，在英文文本中，在第 126 項中，在“Company”
之後加入“Limited”。 

434 在建議的附件 4 中，在第 3 部中，在第 25 項中，刪去“香港中西醫

結合醫學”而代以“中國(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師”。 

434 在建議的附件 5 中，在中文文本中，在第 3 項中，刪去“媒”而代以

“煤”。 

434 在建議的附件 5 中，在中文文本中，在第 6 項中，刪去“埸”而代以

“場”。 

434 在建議的附件 6 中，在中文文本中，在第 4 項中，刪去“託”而代以

“托”。 

434 在建議的附件 7 中，刪去第 13 項。 

434 在建議的附件 12 中，在中文文本中，在第 16 項中，刪去“會”。 

435 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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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 第 2(1)條，獲宣布委員的定義 —— 

廢除 

“選舉主任” 

代以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436(2) 刪去“《基本法》附件一”而代以“本條例第 9B 條”。 

437(2) 刪去“《基本法》附件一”而代以“本條例第 9B 條”。 

437 加入 —— 

 “(3A) 在第 4(1)(b)條之後 —— 

加入 

 “(ba) 在登記程序方面，出現處理失誤；”。”。 

437 刪去第(7)款而代以 —— 

 “(7) 第 4 條 —— 

廢除第(3)款 

代以 

 “(3) 如上訴依據第(1)(ba)款所述的理由，則選舉登記主任
可列為該上訴的答辯人。 

 (3A) 如上訴依據第(1)(a)或(c)款所述的理由，則候選人資
格審查委員會可列為該上訴的答辯人。 

 (3B) 如上訴依據第(1)(b)或(d)款所述的理由，則有關界別
分組的選舉主任可列為該上訴的答辯人。”。”。 

438 在建議的第 4A(1)條中，刪去“《基本法》附件一”而代以“本條例第

9B 條”。 

438 在建議的第 4A(1)(b)條中，刪去“有具關鍵性的欠妥之處”而代以“出
現處理失誤”。 

438 在建議的第 4A(2)條中，刪去“《基本法》附件一”而代以“本條例第

9B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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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刪去建議的第 4A(4)及(5)條而代以 —— 

 “(4) 如上訴依據第(1)(b)款所述的理由，則選舉登記主任可列

為該上訴的答辯人。 

 (5) 如上訴依據第(1)(a)或(c)或(2)款所述的理由，則候選人資

格審查委員會可列為該上訴的答辯人。”。 

447(4) 刪去“7 月 11 日”而代以“8 月 1 日”。 

447(4)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列表 3”。 

449(2) 刪去“7 月 2 日”而代以“7 月 23 日”。 

450 在英文文本中，刪去“Repeal the”而代以“Repeal”。 

450 刪去“7 月 7 日”而代以“7 月 28 日”。 

450 在中文文本中，刪去“(1)  第 4 條 ——”而代以“第 4 條 ——”。 

452 刪去“7 月 7 日”而代以“7 月 28 日”。 

454(6) 刪去“6 月 27 日”而代以“7 月 18 日”。 

454(6) 刪去“7 月 11 日”而代以“8 月 1 日”。 

460 刪去在“第 14(3)(g)條 ——”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廢除 

“或(e)” 

代以 

“、(e)或(f)”。”。 

461 刪去該條。 

462(1) 刪去“22(1)(b)”而代以“22(1)(d)”。 

462 刪去第(2)款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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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 22(1)(e)條 —— 

廢除 

“上訴。” 

代以 

“上訴；及”。”。 

462(3) 刪去“22(1)(c)”而代以“22(1)(e)”。 

462(3) 刪去“(d)”而代以“(f)”。 

新條文 在第 8 部中，在第 2 分部中，加入 —— 

 “462A. 修訂第 24 條(申請上訴許可) 

第 24(3)條 —— 

廢除 

“或(e)” 

代以 

“、(e)或(f)”。”。 

 



附錄 IX 
 

公眾人士提交的意見書、議員的函件及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  
 

 

公眾人士提交的意見書 (附錄 IX(a))  

 

1. 陳先生於 2021 年 4 月 14 日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4)847/20-21(01)號文件 ] 

2.  數碼港創業學會於 2021 年 4 月 14 日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4)865/20-21(01)號文件 ] 

3.  Council of Hong Kong Indian Associations 於 2021 年 4 月 27 日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4)922/20-21(01)號文件 ] 

4.  李明佩於 2021 年 4 月 28 日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4)910/20-21(01)號文件 ] 

 

 

議員的函件 (附錄 IX(b))  

 

1.  張華峰議員於 2021 年 4 月 12 日發出的函件  

[立法會 CB(4)791/20-21(01)號文件 ] 

2.  石禮謙議員於 2021 年 4 月 20 日發出的函件  

[立法會 CB(4)862/20-21(01)號文件 ] 

3.  麥美娟議員於 2021 年 4 月 23 日發出的函件  

[立法會 CB(4)883/20-21(01)號文件 ] 

4.  陳克勤議員於 2021 年 4 月 26 日發出的函件  

[立法會 CB(4)889/20-21(01)號文件 ] 

5.  38 位議員於 2021 年 4 月 28 日發出的聯署函件  

[立法會 CB(4)901/20-21(01)號文件 ] 

6.  38 位議員於 2021 年 4 月 28 日發出的聯署函件  

[立法會 CB(4)901/20-21(02)號文件 ] 

7.  梁美芬議員於 2021 年 4 月 29 日發出的函件  

[立法會 CB(4)911/20-21(01)號文件 ] 

8.  12 位法案委員會委員於 2021 年 4 月 30 日發出的聯署函件  

[立法會 CB(4)925/20-21(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 (附錄 IX(c))  

 

1. 政府當局就陳先生的意見書及數碼港創業學會的意見書所作的綜合回應  

[立法會 CB(4)918/20-21(01)號文件 ] 

2.  政府當局就李明佩的意見書所作的回應  

[立法會 CB(4)929/20-21(01)號文件 ] 

3.  政府當局就 Council of Hong Kong Indian Associations 的意見書所作的回應  

[立法會 CB(4)949/20-21(01)號文件 ] 

4.  政府當局就張華峰議員於 2021 年 4 月 12 日發出的函件所作的回應  

[立法會 CB(4)860/20-21(01)號文件 ] 

5.  政府當局就石禮謙議員於 2021 年 4 月 20 日發出的函件所作的回應  

[立法會 CB(4)871/20-21(01)號文件 ] 



立法會CB(4)847/20-21(01)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847/20-21(01) 

附錄 IX(a) 



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 

廖長江議員 

尊敬的廖議員 

支持立法會《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隨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 2021 年 3 月 11 日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

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3 月 30 日通過經修

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昨日（4 月 13 日）

將《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刊憲。 

數碼港創業學會（學會）支持《條例草案》的公布，並高興成為立法會功能

組別「科技創新界」的合資格團體選民，學會將配合政府的安排，履行選民

責任。 

數碼港創業學會於 2013 年 1 月成立，是根據香港法例第 151 章《社團條例》

註冊的社團，旨在為畢業於數碼港創業家計劃的初創公司提供交流平台，冀

望匯集志同道合的信息和通信技術專才，建立溝通平台以及與創新領先科技

樞紐保持緊密聯繫。 

學會及會員在過去一年的抗疫過程中，以科技造福社會，為公眾提供數碼科

技方案渡過當前的困境迎難而上，包括早於去年 2 月已經夥拍數碼港發起

「敢創抗疫」行動，一站式網上平台網羅約 70間數碼港社群的提供的不同類

型解決方案，涵蓋「遙距學習及在家工作」、「醫療及保健護理服務」、

「保險服務及支援保障」和「改善家居及工作環境」四大範疇，在疫情期間

獲市場廣泛採納，切實解決社會各界所需。 

立法會CB(4)865/20-21(01)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865/20-21(01)



 

學會支持《條例草案》的公布，會配合政府的安排，履行選民責任。學會期

望，隨著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完善和實施，政治環境能夠更穩定，讓香港重

新聚焦社會、經濟、民生建設，確保長期繁榮穩定，促進香港創科產業發展。

初創企業和科技公司可以在這有利條件下，繼續為香港締造嶄新經濟動力。 

 

 

 

 

 

林苑莉 

數碼港創業學會聯合會長 

    

 

2021 年 4 月 14 日 



立法會CB(4)922/20-21(01)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922/20-21(01)





立法會CB(4)910/20-21(01)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910/20-21(01)





立法會CB(4)791/20-21(01)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791/20-21(01) 

附錄 IX(b) 



立法會CB(4)862/20-21(01)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862/20-21(01) 





立法會CB(4)883/20-21(01)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883/20-21(01)





立法會CB(4)889/20-21(01)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889/20-21(01) 



致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 

廖長江議員： 

廖議員， 

有關《立法會條例》第42C條的修訂 

政府在《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中，對《立法

會條例》第42C條作出修訂，訂明獲有效提名的地方選區或功能界別的

候選人於選舉日期之前去世或喪失資格，相關選區或界別的選舉程序

將會終止。我們認為，有關安排構成漏洞，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來

干擾破壞選舉。這些人如果在不同選區或界別獲得提名，然後在選舉

日前製造事端而主動招致 DQ，將可能導致多個選區或界別的選舉程序

被終止。為保障選舉順利進行、 防止公帑浪費，以及對其他候選人公

平， 我們建議刪去而非修訂第42C 條，即取消終止選舉程序的安排，

並將第42B條一併適用於地方選區、功能界別及選舉委員會界別的候選

人，並同時修訂相關法律條文。 

立法會議員 

姚思榮 馬逢國 陳健波 陳振英 

李慧琼 陳克勤 張國鈞 黃定光 

劉國勳 蔣麗芸 鄭泳舜 梁志祥 

陳恒鑌 葛珮帆 何俊賢 周浩鼎 

柯創盛 石禮謙 盧偉國 林健鋒 

梁美芬 張華峰 劉業強 吳永嘉 

黃國健 麥美娟 郭偉強 陸頌雄

張宇人 鍾國斌 易志明 邵家輝

葉劉淑儀 容海恩 田北辰 謝偉俊

潘兆平 何君堯 

2021年4月28日 

立法會CB(4)901/20-21(01)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901/20-21(01)



致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 

廖長江議員： 

廖議員 

有關團體投票人及團體選民的規定 

《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對團體投票人及團體選民

如何指定獲授權代表沒有明確規定，只要求獲授權代表與相關團體有

密切聯繫。為避免產生分歧，我們建議在條例草案中加入規定，就選

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及立法會選舉而言，明確要求團體投票人或團

體選民須由該團體的管理機構指定獲授權代表。 

立法會議員 

姚思榮 馬逢國 陳健波 陳振英 

李慧琼 陳克勤 張國鈞 黃定光 

劉國勳 蔣麗芸 鄭泳舜 梁志祥 

陳恒鑌 葛珮帆 何俊賢 周浩鼎 

柯創盛 石禮謙 盧偉國 林健鋒 

梁美芬 張華峰 劉業強 吳永嘉 

黃國健 麥美娟 郭偉強 陸頌雄

張宇人 鍾國斌 易志明 邵家輝

葉劉淑儀 容海恩 田北辰 謝偉俊

潘兆平 何君堯 

2021年4月28日 

立法會CB(4)901/20-21(02)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901/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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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 Paper No. CB(4)911/20-21(01) 





立法會CB(4)925/20-21(01)號文件 
LC Paper No. CB(4)925/20-21(01) 



立法會CB(4)918/20-21(01)號文件

附錄 IX(c) 





立法會CB(4)929/20-21(01)號文件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36) 

36. 港九分區委員會、

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新)  (76席) 
參照《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1 

產生方式 席位 細節 

經選舉產生的委

員 

(第 39ZH條) 

76 在以下任何一區設立的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

防火委員會的委員 —— 

(a) 中西區

(b) 東區

(c) 南區

(d) 灣仔區

(e) 九龍城區

(f) 觀塘區

(g) 深水埗區

(h) 黃大仙區

(i) 油尖旺區

1 此附件所載的清單節錄自《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如有出入，概以《條例草案》為準。

括號內為在經修訂的《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的條文。 

附件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37) 

 

37. 新界分區委員會、 

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新)  (80席) 
參照《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1 

 

產生方式 席位 細節 

經選舉產生的委

員 

(第 39ZI條) 

 

80 在以下任何一區設立的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

防火委員會的委員 —— 

(a) 離島區 

(b) 葵青區 

(c) 西貢區 

(d) 沙田區 

(e) 荃灣區 

(f) 屯門區 

(g) 元朗區 

(h) 北區 

(i) 大埔區 

 

 

 

 

                                           
1  此附件所載的清單節錄自《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如有出入，概以《條例草案》為準。

 括號內為在經修訂的《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章)附表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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