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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選舉委員會聲明稿 

發布時間：108年 11月 20日 

有關監察院發布對本會辦理「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與 10案全國性公民

投票案」之糾正案，本會予以尊重；本會承中央選舉委員會之指揮監督並督導

本市 12區選務作業中心執行上開各項選務工作，查各項選務作業均遵依中選會

所訂標準作業程序進行。有關本次選舉本市部分登錄作業緩慢及作業時間較

長，主因係區選務作業中心於短時間內收受各投開票所陸續送回之「選舉投開

票報告表」及「公投投開票報告表」，檢核及登錄作業瞬間累積增加，又因部分

投開票報告表核有不合邏輯之處，須請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確認補正後，

方能續行登錄作業，絕無不法情事。此部分經本市市長候選人提出申請，業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辦理「重新驗票」，並在申請人及利害關係人雙方推派律師見

證下，主持之法官及書記官慎重一一檢視核對每一投開票所之投開票報告表、

選舉人名冊、實際領票數、各候選人有效票、無效票及清點空白用餘票等；案

經法院重新驗票，並未改變選舉結果，且在法院嚴謹及繁複的驗票過程中，亦

無發現有任何違法事證而由法官依職權告發任何選務人員，實證本市選務人員

辦理選務工作並無違失。 

上開登錄作業緩慢及作業時間較長至凌晨等情形，係因本次選舉業務受併

辦 10案全國性公民投票案之影響甚鉅，此乃全國各縣市選委會共同面臨的問

題；綜觀全國各地選務工作，本市沒有比其他各縣市怠惰之情事，今監察院僅

針對本會提出糾正，難脫偏頗及針對性之疑，實難令人心服；又本次市長選舉

之「選舉無效訴訟」刻正由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法院諭示將於 108年 12月

17日宣判，監察院此時提出糾正案，疑有「未審先判」，本會深表遺憾。 

「零缺點」及「盡善盡美」是選務實務上努力追求的目標，本次選舉因合

併辦理 10案公民投票，在大量、限時、資源及以往經驗有限之限制下，選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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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作業量、困難度與工作時間大增，本會要特別感謝本市 12區選務作業中心

及 1,563個投開票所共計 3萬餘名工作人員均能堅守崗位、共體時艱並確實依

據標準作業程序，善盡本職本分辦理各項選務作業；依據本次市長選舉候選人

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出之「選舉無效訴訟」第一審判決書所紀載之若干選務

瑕疵，該等瑕疵業經法院裁定非屬選舉無效之構成要件，惟本會仍深切反省，

並作成案例，以落實加強未來選務工作人員之教育訓練，期精進提升選務品

質。 

本會及各區選務作業中心，以及全體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始終恪遵依法行

政，以公平、公正及堅守行政中立原則辦理選務作業。針對監察院糾正案提出

(略以)：「部分區選務作業中心在登錄『開早登晚』型票所，唯一合理推

論……」之「作票」推論，本會堅信選務同仁均係依法辦理及堅守公正中立之

立場；如有違法具體事證涉及刑事案件者，請提出具體事證告發，本會絕不護

短，惟本會絕對無法接受任何推論式之指控，這對在本市第一線辛苦付出的 3

萬多名選務人員非常不公平。 

有關監察院請本會提供「107年臺北市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報告表」，

本會業以回復該表刻正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保全證據。另有關「107年臺

北市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人名冊」，本會亦已回復依中選會 97年 5月 9日中選一

字第 0970005087號函規定，選舉人名冊查閱期間結束後，為維護選舉人投票秘

密，仍應由檢察官或法院行使職權，始得開拆。上開二項資料，本會係為無法

提供，而非拒絕提供。有關監察院歷次所詢事項，本會前分別於 108年 1月 2

日、108年 7月 11日、108年 8月 5日、108年 10月 28日及 108年 10月 31

日一一陳明函復監察院共 5次在案。 

依 108年 6月 21日修正公布之公民投票法修正條文，雖未來全國性公民投

票將不再與公職人員選舉同日舉行，惟本次 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併辦 10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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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公民投票案之選務經驗，本會定當引以為鑒，並落實執行中央選舉委員

會已訂頒下達之各項選務改革措施與規範，如：選擇適當面積規模場地設置投

票所、下降配置每一投票所之選舉人數、增加投開票所設置數、增加遮屏數、

強化辦理投票作業程序模擬演練、加強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教育訓練、推動行動

不便者優先投票措施及建立投票日緊急應變機制等；依據上開選務精進政策，

本市就「109年度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而言，於「降

低投票人數」及「增設投票所數」方面，將設置 1,728所，較 107年選舉之

1,563所，增加 165所；於「增加遮屏數」方面，本市共將設置 8,161組遮

屏，較 107年選舉之 7,052組，增加 1,109組；本會及各區選務作業中心，亦

將於投票日成立「選務緊急應變中心」，隨時向中央選舉委員會之緊急應變中心

進行回報與受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