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民增30萬「老友」多2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
文倩）選舉事務處已於本周二
向7.3萬名被載入取消登記名單
內的人士發出提示信，提醒他
們採取適當的補救行動。信封
特別選用米色，並有「須立刻
處理，與投票權攸關」的紅色
提示，收信人必須在本月25日
或之前回覆，否則會在下月發表的正式登記冊上被剔除。
該處同時呼籲市民登入「選民資料網上查閱系統」（www.voterinfo.

gov.hk），或致電選舉事務處熱線（2891 1001），查閱其本人的最新登
記資料，以及查看是否被納入取消登記名單內。
選舉事務處昨日表示，任何人如已申請登記為選民，但未能在有關的

登記冊內找到其姓名；或發現其姓名被列入取消登記名單內；或發現其
資料記錄有誤，均可親自前往選舉事務處提出申索，該處將於7月25日
或之前發表正式選民登記冊。

2016年地方選區臨時選民登記冊載有約377萬名選民，較上屆多逾30萬人，與去年相比則淨增加了約7.5萬人，當中已計算
約17萬名新登記選民，並扣減了約2.2萬名因離世及7.3萬名經查訊程序
被載入取消登記名單內的選民。

新東九西升幅大 新西選民最多
對比今屆及上屆立法會選舉前的登記數字，在香港人口老化的趨勢

下，61歲以上選民人數突破百萬大關，達到逾110萬人，較上屆增加了
23.7%。不過，年輕選民的登記數字也增加7.8%，達到逾64萬人。其他
年齡層方面，雖然31至45歲和46至60歲各有近84萬人和近119萬人，
但與上屆比較，人數都有輕微上升，各增加了4.7%和1.8%。
按地區分佈而言，今屆新界東和九龍西的選民人數升幅最為顯著，達

11.6%，前者由約87萬人增加至逾97萬人，後者則由近44萬人增加至近
49萬人。不過，選民人數最多的選區仍為新界西，有逾108萬人，較上
屆增加了10.2%。
在377萬名選民中，有347萬人是區議會第二的選民，換言之他們在9
月立法會選舉時，可以在俗稱「超級區議會」界別投票，而其餘的功能
界別則有約23.9萬名選民（見另稿）。

李慧琼：「政治素人」上位更困難
針對61歲以上的選民比上屆大幅增加。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指出，哪一
個選民年齡層對哪一個政黨有利，並沒有直接關係。她認為，立法會選
舉選區大，整個選舉工程會較區議會選舉複雜，令「政治素人」要在短
時間內以自己的競選政綱來說服市民，才是最大的難題。

黃國健：長者站出來望社會穩定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則指，年長選民大增不一定對建制派有利。

他又估計，可能是年紀大的市民看到香港社會在過去一段時間出現很多
紛亂，希望站出來通過投票選出合適的議員來穩定社會。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就「關心」是否有人通過「種票」來谷高選民數
字，又稱勞工及福利局和社會福利署須「小心檢視」是否有人到院舍為
長者登記云云。被問及年長選民較多會否對建制派選情較有利時，她則
稱，只要選民是合法地登記和投票，就不會理會選民是何年紀，且有不
少長者也是民主黨的支持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鄭治祖）9月

立法會換屆選舉臨近，選舉事務處昨日發表2016

年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今屆選民人數

達377萬人，較上屆多逾30萬人，各個年齡層均有

增幅，但人口老化仍是香港趨勢，其中61歲以上選

民增加了 23.7%，18 歲至 30 歲選民則增加了

7.8%。按地區而言，新界東和九龍西的選民人數均

增加了11.6%，但最多選民的地區仍為新界西，有

逾108萬人。有議員分析，今年新增選民中長者比

率較高，可能是過去一段時間發生了違法「佔領」

以至旺角暴亂，令他們自覺站出來冀以選票表態。

發7.3萬提示信限期回覆

總數達377萬人 議員：更多人冀選票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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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選民升80%
飲食界跌29%

各年齡層選民分佈
年齡層 2012年 2016年 變化幅度

18歲-30歲 594,746人 641,106人 +7.8%

31歲-45歲 798,773人 835,994人 +4.7%

46歲-60歲 1,165,500人 1,186,792人 +1.8%

61歲以上 893,057人 1,105,140人 +23.7%

總數 3,452,076人 3,769,032人 +9.2%

各地區選民分佈
地區 2012年 2016年 變化幅度

香港島 604,750人 626,280人 +3.6%

九龍西 435,797人 486,354人 +11.6%

九龍東 557,817人 600,974人 +7.7%

新界西 982,938人 1,083,463人 +10.2%

新界東 870,774人 971,961人 +11.6%

■資料來源︰選舉事務處 ■整理︰記者 歐陽文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
派立法會議員投下反對票，令特首普選
決議案被否決，立法會選舉也就無法優
化，只能沿用目前的選舉制度。不過，
立法會昨日繼續二讀辯論僅涉及技術修
訂的《2015年選舉法例（雜項修訂）
（第2號）條例草案》，反對派就紛紛
「做show」，聲稱功能組別是一個「扭
曲的制度」，有人更試圖提出擴大功能
組別選民基礎的修訂，但主席曾鈺成裁
定有關修訂超出條例草案的範圍，不准
提出。建制派議員批評，反對派否決特
首普選決議案，才是令功能組別無法優
化的元兇。
《2015年選舉法例（雜項修訂）（第

2號）條例草案》涉及的為立法會選舉
的技術性修訂，包括就選舉委員會界別

分組及立法會功能界別選民基礎作出必
要的技術性修訂，包括更新相關法例中
的團體名稱、移除已停止運作的團體、
新增符合資格的團體等，其他修訂還包
括延長因應惡劣天氣，與選舉有關的限
期及選舉文件的遞交方法等。
各反對派議員在發言時，均借題發揮

攻擊功能組別的組成。公民黨議員毛孟
靜聲稱，功能組別是「怪胎」，其中的
公司票制度只容許「老闆」投票，而自
己曾在兩間大學兼職教師，但未能登記
為教育界選民，反映功能組別「不能反
映民意」，也「不能代表業界發言」，
是「剝削港人基本利益」、「非常扭
曲」的制度。
民主黨議員單仲偕、「公共專業聯

盟」議員的梁繼昌和莫乃光更提出修

訂，擴大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但被主
席曾鈺成裁定超出條例草案的範圍，不
批准提出。

昔否決政改今投訴無改變
民建聯議員譚耀宗批評，是次討論

的條例草案純為技術修訂，反對派卻
在借題發揮。事實上，功能組別不會
「千秋萬代」，如果反對派議員重新
思考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改問題
作出的「8·31」決定，普選立法會的
日子就不會遠。
自由黨主席鍾國斌指，功能組別議員

並非只為自己行業爭取，如他和另外兩
名功能組別議員正爭取將深水埗打造為
時裝地標，相信短期內可以落實，可以
推動當區就業、貢獻地區。他坦言，功
能組別確有改善空間，故立法會去年就
應通過政改方案，但結果卻被否決，最
快要到2027年才有機會處理功能組別的
問題。

反對派借題發揮挨批

■鍾國斌 梁祖彝 攝

■譚耀宗 梁祖彝 攝

■61歲以上選民上升23.7%，總數超過110萬人。

■選舉事務處發出的提示信樣本。

■■選舉事務處昨日發表選舉事務處昨日發表20162016年臨時選年臨時選
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今屆選民人今屆選民人
數達數達377377萬人萬人，，較上屆多逾較上屆多逾3030萬人萬人。。

選民增幅最大的5個功能組別
功能組別 2012年 2016年 幅度

資訊科技界 6,716人 12,046人 +79.4%

商界（第一） 927人 1,085人 +17.0%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2,586人 2,938人 +13.6%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 6,781人 7,345人 +8.3%

旅遊界 1,319人 1,425人 +8.0%

選民跌幅最大的5個功能組別
功能組別 2012年 2016年 幅度

飲食界 7,797人 5,528人 -29.1%

紡織及製衣界 3,200人 2,325人 -27.3%

商界（第二） 1,749人 1,495人 -14.5%

工業界（第一） 603人 543人 -10.0%

批發及零售界 7,242人 6,722人 -7.2%

■資料來源︰選舉事務處 ■整理︰記者 歐陽文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鄭治祖）今年傳統功能組別的選民人
數，在連續4年下跌後首次回升，增加了近1萬人至23.9萬人，但仍較上
屆、即2012年約24萬的登記人數為少。今屆有不少功能界別的選民登記
人數都有大波動，增幅最大的為資訊科技界，人數較上屆增加了近80%，
達1.2萬人；跌幅最大的則為飲食界，人數較上屆減少了近30%，只剩約
5,500人。
功能組別的選民同時可以在年底舉行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中，選
出1,200名選委，以在明年3月的行政長官選舉中投票。
在28個傳統功能組別當中，有12個界別人數有增加，15個界別則人數
下跌，1個界別不變。
隨着資訊科技行業的發展，今屆資訊科技界的選民登記數字也較上屆大
幅增加了5,330人。此外，商界（第一），以及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
界與上屆相比，也分別錄得17.0%及13.6%的升幅。
另一方面，部分界別人數則大幅下跌。除了飲食界之外，紡織及製衣界
也由上屆3,200人減至約2,300人，跌幅達27.3%。

教界微跌 保持最多選民
按人數計算，最多選民的功能組別為教育界，有近8.8萬人，不過也較

上屆下跌5.4%；其次為衛生服務界，有逾3.7萬人，較上屆下跌0.6%。
一直呼籲界別選民登記的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聲稱，該界別選
民人數變化之大，反映出選民登記易被「操控」，「能否登記成為IT界
選民，只基於你能否加入相關團體，（制度）明顯有缺陷。」
他稱，現階段無法估計其界別人數增加會對哪一個陣營的候選人較有
利，因其中超過半數為首投族，「他們到底是『黃（撐傳統反對派）』、
是『藍（挺特區政府）』，還有什麼其他看法仍屬未知之數。」
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人對飲食界選民人數下跌近三成感到驚訝。他分
析，受最低工資、外圍經濟情況欠佳等因素影響，令不少的食肆甚至是老
牌經營者，在過去兩三年相繼宣佈結業，有大型的飲食集團則進行重組，
影響了選民的數目。
所屬界別選民人數較上屆少800多人的立法會紡織及製衣界議員鍾國斌
指，選舉事務處以公司持有「TTR（出口證）號碼」作為登記選民的認
證，但自兩年前取消了配額制後，成衣出口再不需要「TTR號碼」，可以
自由出口成衣，很多公司為節省成本，都放棄每年更新「TTR號碼」的手
續，最終被選舉事務處剔除了選民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