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英格蘭地方選舉︰
押後12個月至明年5月舉行

◆5月地區政府改選︰押後6個月或永久押後

◆決定時間︰3月25日

◆當時當地疫情概況︰確診人數呈上升趨
勢，由3月6日的29例確診，逐漸上升至3
月 19 日的 676 宗、3月 25 日單日新增
1,427宗，3月27日首相約翰遜亦確診。
英國由3月23日起實施全國封鎖措施，關
閉學校、酒吧、餐廳及大部分商店。直至7
月才鬆綁。

◆政府決定延遲的理據︰3月25日通過
《2020年冠狀病毒法案》緊急法案，決定
因應疫情押後選舉

英國

德國

◆3月29日修憲公投︰押後時間未知

◆決定時間︰3月5日

◆5月3日威尼斯、曼託瓦等城市地
區選舉︰無限期押後

◆決定時間︰3月10日

◆當時當地疫情概況︰3月起每日確
診人數直線上升，3月19日境內現存
個案超過4萬個，成為疫情的全球中
心點，3月21日單日新增6,557人，
單日死亡近千人。4月，死亡個案超
過1.6萬，病死率高達12.46%，是當
時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政府決定延遲的理據︰疫情

意大利

◆4月至6月地區選舉︰無限期押後

◆決定時間︰3月1日

◆5月17日聯邦選舉︰押後時間未知

◆決定時間︰3月18日

◆當時當地疫情概況︰3月至4月處
於確診高峰期，3月27日達1,447人
確診

◆政府決定延遲的理據︰疫情

瑞士

◆5月10日總統選舉︰永久押後

◆決定時間︰5月6日

◆當時當地疫情概況︰已有超過1.5萬人被
感染，逾700人死亡

◆政府決定延遲的理據︰疫情

波蘭

◆5月11日及6月15日地區選舉︰押後12
個月舉行

◆4月4日Kamloops公投︰無限期押後

◆4月Lac La Ronge Indian Band Council
選舉︰無限期押後

◆決定時間︰3月19日

◆當時當地疫情概況︰3月開始出現確診患
者，由11日的21人，逐漸上升至31日的
1,143人。3月18日起，加拿大啟動限制入
境政策，20日，美加邊境關閉。

◆政府決定延遲的理據︰疫情

加拿大
奧地利

◆9月地區選舉︰押後12個月舉行

◆決定時間︰3月25日

◆當時當地疫情概況︰疫情開始出現並增
長，從3月10日的21人，增加至28日的
458人。澳洲政府於3月30日將公共場所
聚會限制由10人縮減至兩人，並關閉所有
公共戶外區域，4月21日，單日確診人數
回落至21人。

◆政府決定延遲的理據︰疫情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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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歷新冠疫情出現以來最嚴重的本地爆發，已連續逾

十天每日確診個案過百，且絕大部分為本地感染個案。特區

政府考慮公共衞生安全因素，引用「緊急法」將原定於9月

初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舉行，亦得到了中央和廣大香

港市民的支持。不過，攬炒派政客依然政治掛帥，聲稱已有

國家和地區在疫情下進行選舉，特區政府押後是出於「政治

考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和數據，發現多個國際報告均顯

示，多個國家和地區總計逾百個選舉或公投中，逾六成推

遲，不足四成繼續舉行。而無視疫情繼續舉行選舉的國家和

地區，如法國地方選舉、日本東京都知事選舉等，選舉後單

日確診數量均急劇攀升，更有選民及票站工作人員被證實因

選舉而確診新冠肺炎。

事實上，就連反對派一向推崇的英國地區選舉也押後一年

到明年5月再舉行。英國可以押後選舉，世界其他地區可以

押後選舉，怎麼香港一押後選舉就惹來反對派抹黑？誰無視

科學數據，出於政治考量去評論選舉押後一事，顯而易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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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無視疫情嚴峻，於3月15日舉行市鎮選舉首輪
投票，由4,700多萬名登記選民選舉地方議員和市
長。不過，該次選舉導致部分候選人及票站工作人員
受感染，單日確診人數一再上升，根據世衞數據，4
月1日更新增7,500宗至全國逾5.1萬宗確診個案。法
國政府隨後決定將第二輪地方選舉押後三個月至6月

舉行。疫情亦令民眾的投票意慾大減，第一
輪投票的棄票率高達56%，而上屆2014年
僅為36.45%。
6月28日，法國舉行第二輪地方選
舉，據法國內政部數據顯示，此次投票
率僅為40.5%，為歷史新低，令社會

質疑選舉的公平及代表性。法
國總理菲利普亦指，高棄票
率反映國民面對嚴重疫情不
斷加劇的恐慌心理。

美國威斯康辛州輕視疫情，於4月7日繼續進
行總統初選，逾40萬人親身到票站，最終當地
衞生部門證實，初選活動中最少52人確診，其
中包括投票的選民及票站工作的職員。該次初
選亦有巨大衞生隱患，投票站由180個減少至
剩下5個，投票選民排隊人龍長達數個街口，
有人無視社交距離的規定。

在疫情下照常進行選舉的國家中，不僅投票
率大幅下降，更不乏因選舉而令全國確診

人數激增的例子。

美國：親身到票站中招

日本：選完個案反覆攀升

新加坡於上月10日舉行國會大選，當地有近265萬名合資格選
民，最終該場選舉投票率達95.81%。當局已實施多項防疫措施，
包括在票站要量體溫、保持一米社交距離、使用口罩等防疫措施。
根據世衞數據，新加坡確診人數在大選投票後急劇增加，與選舉
前一星期相比，選後第一個星期的新增個案總數增幅超過65%；選
後第二個星期更上升近73%；實際累積確診個案在兩星期內增加近
3,800宗。到了7月25日，新增確診個案更錄得單日513宗，重回近
兩個月以來的最高水平。7月
26日至29日的平均確診
數字，每日依然超過400
宗， 8 月 1 日亦達 396

宗。

法國：票站人員亦染疫

新加坡：防疫措施未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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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會於今年3月25
日通過《2020年冠狀病
毒法案》的緊急法案，宣
布將選舉活動推遲至不早
於明年5月舉行，當時英
國累計確診人數佔該國總
人口的0.009%（即10萬
人中有9人感染），而香
港宣布押後選舉時的受感
染比例，已是英國當時的
逾5倍。
今年3月下旬，英國因

新冠肺炎死亡的病例總數
接近300例，全英確診病
例將近6,000例，約佔英
國 全 國 總 人 口 的
0.009%，而英國彼時亦
實施了相當嚴格的防疫和
減少社交接觸的措施，從
3月 23日已開始全面封
鎖，原定今年5月7日在
英格蘭118個地區議會舉
行的選舉和市長選舉亦押
後一年至明年5月6日舉
行。反觀香港，宣布選舉
延期時，累計確診約
3,400 人，佔總人口的
0.045%（即10萬人中有
45人感染），已是英國
的逾5倍。
選舉推遲後，英國選舉

委員會亦曾表明，疫情將
為選舉帶來風險，政府不
相信選民能安全地參與選
舉，甚至不認為參選人和
政黨的資訊能有效地傳遞
予選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世界各地押後選舉事例
◆3月12日地區選舉︰押後至9月
13日舉行

◆決定時間︰3月12日

◆當時當地疫情概況︰奧地利3月
處於疫情爆發期，單日確診由3月9
日的32人，猛增至27日的992人，
亦是該國至今單日最高確診數據。

◆政府決定延遲的理據︰疫情

◆3月地區選舉︰押後至不早於11月舉行

◆決定時間︰3月25日

◆當時當地疫情概況︰3月至4月為德
國疫情確診高峰期，連日新確診個案突
破4,000宗，3月28日達6,294宗。

◆政府決定延遲的理據︰疫情

資料來源：報刊公開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根據東京都政府為提供新冠病毒最新疫情訊息所開設的網站
顯示，7月5日東京都知事選舉之後，東京都每日新確診個案
數急速上升。6月初，當地的新增確診個案每日約為十多二十
宗，但至選舉前幾天，每日確診宗數就破百宗，至選舉投票
後，東京都新增病例更是反反覆覆地顯著攀升，如7月9日至
12日就連續4天逾200例，7月16日至18日更出現每日近300
例，至8月1日更有472例，
情況令人憂心。更令人關注的
是，當中的接觸史不明個案數
目同樣反覆攀升，至8月1日
有 305宗為接觸史不明的病
例，佔當日新增個案的近
65%。
日本已於4月中上旬宣布全

國進入「緊急事態宣言」，呼
籲民眾避免不必要外出。惟日
本卻在「緊急事態宣言」期間
的4月26日進行眾議院靜岡縣
第4區補選，但投票率比上一
次減少了19.62%。

東京都知事選舉

東京都知事選舉

美國威斯康辛州總統初選

美國威斯康辛州總統初選

法國地方選舉
法國地方選舉

新加坡國會大選
新加坡國會大選後果：確診急增

後果：票率見底

後果：疫情反彈

後果：選民染疫

■ 選舉過後，新加坡新增個案回升。8月1日，新加坡有
396宗新增個案。 世衞網站截圖

■東京都7月5日選舉當日的新增個案為111宗，至近
日已升穿400宗。 東京都COVID-19對策網站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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