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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選舉委員會 105年度自行研究報告提要表 
填 表 人：蕭惠月 

填表日期：105年 12月 

研究報告名稱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投票權益之研究 

研究單位 

及 人 員 

第一組陳榮晋、陳哲耀、

徐振洲、蕭惠月 

研究

時間 

自 105年 3月 1日 

至 105年 12月 31日 

報   告   內   容   提   要 

一、 研究緣起與目的： 

辦理歷次選舉時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均洽請機關、學校推薦現職人員

擔任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需求數量龐大，當工作忙碌或戶籍地路途遙遠時以致無

法返回戶籍地投票，造成投票權益受損，影響擔任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意願，透過

本研究以保障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權益，且不造成投開票所找不到工作人員之窘

境，為本研究計畫亟待探討之目的。 

二、 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法獲得實證資料。在問卷調查設計方面為求具有代表性

及準確性，茲依據研究目的以及彙整具有選務經驗者之意見予以編製。為求取得

最確切並獲得實際運作面的資訊來源及建議，本次調查對象設定於各直轄市、縣

(市)選舉委員會及本市各區區公所意見。因此，本次問卷採以焦點方式之調查形式

進行，求能切中此研究之目的，尋求適宜有效之道。 

三、 研究發現與建議： 

經由本研究分析及探討得到之結論發現與建議重點如下： 

(一) 結論發現 

1. 部分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反映無法在工作地投票影響其投票權益應予重視： 

保障每位參與工作人員之權益，俾使他們於下次選舉時繼續且踴躍的再次參

與工作，因此在辦理推薦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時，應詳實清楚告知其權益。倘

若真的無法讓少數工作人員在工作地投票，也得及早讓他們知道或者由我們

事先找到符合工作地投票規定的工作人員。 

2. 確保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來源充足： 

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8 條第 2 項規定：「投票所、開票所主任管理員

須為現任公教人員，管理員須半數以上為現任公教人員…。」公教人員要求

比例過高，致使用人單位常因機關、學校配合意願不高而不能確定來源之充

足，因此，借重各機關、學校之全力配合，如此才能確保投開票所工作人員

來源充足。 

3. 解決無意願參加投開票所工作之原因： 

對於工作量太繁重、壓力大，應考量增加工作人員以減輕工作量及壓力，至

於提高工作津貼方面以往受限於法源依據均以行政命令為之，故較難突破，

目前中央選舉委員會刻正積極朝立法辦理，另少數選民不理性、監控錄影投

訴太多，造成工作人員太大壓力，從加強宣導、深化民主理念、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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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化解不必要之誤會。 

4. 精進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推薦報名方式： 

本會目前作法是於投票日4個月前，先函請臺中市政府推薦所屬各機關現任職

員工20%及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推薦所屬各市立高中、國中、國小學校教職員

工50%參與投開票所工作，再配合由各轄區公所就不足額部分，由他機關具

有現任公務人員資格之人員，自行至公所報名參與投開票所工作及接受曾經

有參與投開票所工作經驗之民眾自薦，參與投開票所工作。 

5. 投開票所工作人力不足之解決方式： 

遴派參與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尚不足派用時，即由總幹事陳請主任委員協調請

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教職員工踴躍參加。並提供不同管道，如接受社會

民間團體及人士推薦擔任投開票所工作及洽請退休人員、各民間機構、銀行、

農會等、私立大學員工或滿20歲學生、公所員工家屬、自行招募投開票所工

作人力，都是值得參採的好方法。 

6. 辦理工作地投票人數比率高之選委會及本市區公所之具體做法： 

(1) 請辦理選務作業之轄區公所盡量將參與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依其意願分派至

其有選舉權之轄區投開票所擔任選務工作。 

(2) 分派至其有選舉權之轄區附近投開票所擔任選務工作，讓其可以利用投開票

所擔任選務工作空檔時間，前往其有選舉權之轄區投開票所投票。 

(3) 接受他機關具有公務人員資格之人員及曾經有參與投開票所工作經驗之民眾

自薦，自行報名參與投開票所工作。 

7.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依戶籍地遴派之原則：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以戶籍地遴派為主，非戶籍地為輔，目前本市之做法原則

上市政府所屬各機關以戶籍地為優先選擇，進而提高工作意願；而學校教職

員工則以服務學校之行政區域為優先考量，以避免學校所在地之區公所產生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不足之窘境。 

(二) 建議 

1. 短期： 

(1) 提升各機關、學校現任人員參與意願。 

(2) 做好每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資料建檔及儲備民間機構人員。 

2. 中期： 

(1) 人力部分進行修法： 

將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8條規定：「管理員須半數以上為現任公教人

員」之規定門檻降低，以利參與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之取得。 

(2) 工作津貼部分進行修法： 

將投票所、開票所工作人員應發給之工作津貼標準法制化。 

3. 長期： 

建請研究電子投票及不在籍投票之實施方案法源，減少工作人員工作量過大

及時間過長之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