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9月將舉行立法會換屆選舉，但近年的選舉

不公亂象，至今未解決。去年區議會選舉問題尤其

嚴重，黑暴分子去年大肆破壞公物、堵路放火，建

制派辦事處被三番四次打爛縱火，更遭暴力威脅和

滋擾難以拉票。

市民同樣經歷選舉不公，區選投票日有「排隊

黨」阻長者投票，更有選民身份被頂替，票站職員

更涉嫌縱容一人多票，投訴比上屆區選增加四倍。

此次立法會選舉，攬炒派更出「教程」指導支持

者在不同功能界別種票，甚至出現洗衣店亦是「出

版界」的荒謬情況；加上攬炒派以「初選」操控選

舉，更涉嫌選舉舞弊，及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全

港各界均希望特區政府能在9月立法會選舉之前，

切實解決選舉不公七大問題，保障選民及參選人的

安全，還香港廉潔公正的選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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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區議會選
舉，攬炒派賤招盡出，包
括以「黑車」干擾建制

候選人拉票，甚至打砸辦事
處，大肆破壞選舉公平，但
選管會對議員及市民的投
訴未見有明確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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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區選有
排隊黨，累長者、
當日須上班或身體
狀況欠佳人士放

棄投票。

▼▶去年區選
前夕，黑暴分子
屢次打砸建制候選
人的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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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區選中，葵芳
選區票站點票被揭發
出現嚴重問題，經選舉

事務處初步調查，實際點
算的選票數比應該點算的選票數多60票，
然而原本的票數記錄只是相差30票，令人
懷疑是否有人企圖淡化問題，更令人質疑
是否有人刻意製造錯誤。
至於多出的60張「幽靈票」是外來假票

還是有人刻意派票，至今亦無調查結果。
此外，有網民透露，見到有票站人員
刻意「遺忘」在選民名單上刪去已投票
攬炒派選民的姓名，讓該支持者可以一
人投兩票；亦有票站職員在完成點票
後，向當選者鼓掌歡呼，或者向當選者

「畀Like」。
票站監票亦存在不公，點票
時票站被大批黑衣人包圍，
有些更撐開黑傘遮擋，建制
派候選人和監票人擔心安全
而無法進入票站監察，而
選舉主任就允許在沒有建
制派代表的情況下開
箱。
根據選管會報告，去
年區選與投票安排相關
的投訴攀升約23倍、
對點票安排的投訴更
由1宗暴增至逾2.1萬
宗。

攬炒派為奪取逾半立法會議席無所不用其
極，更曾在網上發布教人如何鑽法律漏洞登
記為功能界別選民的「教程」，鼓吹「黃
店」等各個界別的「黃絲」選民登記成為功
能界別選民，不僅違反選舉的公平、公正、
誠實的原則，更涉嫌種票。
例如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的選民登
記，今年選舉委員會就已批出多達199份

被質疑有問題的登記申請，一些登
記體演文出界的選民，經營的
主業竟是五金、汽車、木
材、洗衣店，甚至有大廈業
主立案法團，與體育、演
藝、文化及出版等完全無
關，但有關申請經審裁後竟
全數過關，情況荒謬。有政
界人士表示，功能界別旨在
反映業界意見，有關人等不
是真實反映業界，明顯有違
相關法例原意，質疑審裁結
果有問題。

民主派聲言要奪取逾半議席，以
癱瘓政府施政，迫使行政長官接受其
「政治訴求」，並明目張膽舉行被指涉嫌
違反香港國安法、操控選舉和違反限聚
令、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等一系列
法律的所謂「初選」。攬炒派區議員更擅

自用議辦作為「初選」票站，亦涉嫌違規。「佔中三
丑」之一的戴耀廷作為「初選」組織者，亦多次表明
「初選」是「奪權」的重要步驟，「初選」亦是製造虛假民
意，以實現所謂「真攬炒」。
在「初選」一事上，攬炒派中既有迫退同路人參選，亦有

杯葛不參選的人的情況，再加上以「初選」結果配票，限制誰
人可報名參選，明顯都是操控選舉，涉嫌違反選舉條例。
同時，整個「初選」中不乏「港獨」分子參加，運作中有無外

國資金支持，至今仍為社會人士所質疑，倘有外國資金支援，即
屬違反香港國安法中勾結外國勢力的相關罪行。

今屆立法會選舉在即，但選舉管理委員會非但未
有堵塞選舉漏洞，更對早前所謂的「初選」坐視不
理，被質疑縱容選舉不公。相當多市民團體自發到選
管會抗議，批評選管會主席馮驊失職失責，更疑似包
庇黑暴及攬炒派，要求其引咎辭職。
區選被黑暴阻撓，不公平現象比比皆是，但選
管會仍然漠視民意，在今年的立法會選舉指引
中，沒有接納設立「關愛隊」、讓長者等優先
投票和電子選票等建議，完全沒有吸取去年區
議會選舉不公的教訓。
選管會在去年的區議會選舉中接獲近 4.5萬宗區

選相關的投訴，票站職員涉及多種行為失當，但選
管會亦未有明確回應，反映選管會工作粗疏，有關
調查及跟進機制亦相當落後。
建制派候選人在去年區選期間不斷被威嚇、騷

擾，辦事處亦多次被破壞，選管會接獲投訴後仍不
作為，令市民相當憤怒。

2017 年 3 月
27日行政長官選
舉當日，選舉事

務處發現存放於亞
洲國際博覽館的一個上鎖房間內兩
部手提電腦「閉門失竊」，房內未有
被撬痕跡。其中一部電腦載有1,194

名選委姓名資料，而另一部電腦則
載有全港378萬地區直選選民的姓
名、身份證號碼及地址個人資料，
令社會嘩然，十分擔心個人私隱被
不法之徒用來進行借貸、詐騙等犯
罪行為，事件至今仍是懸案。
2016年立法會選舉後，新界西葵

青區偉盈選區的票站內，載有
8,000名選民資料的選民登記冊遺
失，但竟然長時間未有向有關部門
通報或報警。選管會對事件進行調
查，並於去年9月發表相關報告，
指時任總選舉主任黃思文2018年1
月已經知道遺失事件，但沒有報
失，直至去年4月才報警並通報私
隱專員公署，至今仍未知如何遺失
登記冊。

去年區選投票日，攬炒
派有多重賤招阻礙選民投

票，大肆破壞選舉公平。多
個票站都有「排隊黨」重複排隊，企圖塞爆票
站阻礙選民投票，令隊伍「越排越長」，令長
者、當日須上班或身體狀況欠佳人士放棄投
票。同時，攬炒派又一再放假消息，包括謊稱
投票日期、造謠指建制候選人已夠票、亂講建
制候選人號碼等。更賤的招數包括收起家中長
者身份證，令他們無法投票。

許多選民投訴，前往所屬選區票站投票
時才發現，自己的身份證已被登記，而票站主
任向其解釋稱，可能是涉及人為錯誤，又或者
有人冒充其身份。
根據選管會的報告，去年區選出現「冒充他
人投票」、「與投票有關的欺騙行為」及「投
票站內違規行為」等新型的投訴。
工聯會亦對區選公平進行調查，逾95%
受訪者都認為去年區選過程涉及暴力和
不公。

去年區議會選舉亂象橫生，區選前夕，黑衣魔在
全港範圍大肆暴力襲擊，建制派人士亦屢被針對。
截至去年10月初、即距離區選約一個月時

間，民建聯有數十個地區及議員辦事處受到逾80次的攻
擊，包括在門口塗鴉、打爛玻璃窗及損毀大門，更
闖入辦事處大肆破壞，放火及灌水等。不少
民建聯議員及社區幹事在地區擺設街站
時，更屢遭粗暴滋擾及圍堵，無法正常
地與街坊接觸及提供服務。
工聯會亦有20多個服務點、工人俱樂
部、工人醫療所、工聯優惠中心，及6個
議員辦事處、3個地區服務處，受到暴徒
的惡意破壞，更令部分職員及義工擔心人
身安全。
另外，建制派人士何君堯更在街站遇
刺，須即時送院。多名建制派候選人在
投票日被圍攻，民建聯李慧琼需要報警
求助才能繼續接觸選民，工聯會候選人
鄧家彪更被神秘黑色私家車跟蹤。民建
聯候選人張嘉恩在擺街站時遭到滋擾，
挑事者更出手攻擊助選義工，需由附近
防暴警察到場處理。
根據選管會《2019年區議會一般選舉報

告書》，去年區選接獲的投訴高達近4.5萬
宗，較上屆急增逾4倍，其中涉刑事毀壞、
暴力行為、恐嚇的投訴由上屆的203宗激增6倍至
去年的1,458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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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選初選」涉操控選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