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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選舉委員會第四七○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20 日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台北市徐州路 5 號 10 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劉主任委員義周 

陳副主任委員文生        郭委員昱瑩 

段委員重民           柴委員松林           

劉委員宗德           潘委員維大                     

陳委員國祥(請假)              林委員慈玲               

張委員瓊玲                劉委員嘉薇 

列席人員：余副秘書長明賢       高處長美莉                     

莊處長國祥                     賴處長錦珖                     

蔡主任穎哲           黃主任雪櫻                    

張主任芳琪                     陳主任銘况                                        

謝副處長美玲                   林專門委員裕泰             

陳科長怡芬                     王科長曉麟                   

林科長惠華                     蔡科長金誥 

朱科長曉玉 

主席：劉主任委員義周           紀錄：呂秋蓮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第四六九次會議紀錄。 

 決定：紀錄確認。 

二、各處室報告 

（一）法政處、人事室 

  案由：本會所屬選舉委員會 104 年 9 月 22 日至 10 月 13 日

重要人事異動案，報請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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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案件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免予公開。 

（二）選務處 

案由：有關本會受理申請為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被

連署人一案，報請公鑒。 

說明： 

一、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23 條第 1 項、總統

副總統選舉連署及查核辦法第 2條第 1項之規定，

依連署方式申請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者，

應於選舉公告發布後 5 日內，聯名向本會申請為

被連署人。 

二、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公告業經本會於 104 年

9 月 16 日發布，本會依據前開法規及選舉公告之

公告事項第 5 項規定，自 104 年 9 月 17 日起至 9

月 21 日止，於中央聯合辦公大樓 3 樓本會櫃檯，

每日上午 8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例假日照常受理），受理申請登記為總統、

副總統選舉被連署人。 

三、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受理被連署人申請期間

，經依規定備具書件及繳交連署保證金向本會完

成申請者計有張東山及林麗容、藍信祺及朱淑芳

、林幼雄及洪美珍、許榮淑及夏涵人等 4 組。本

會業於 104 年 9 月 22 日公告第 14 任總統、副總

統選舉被連署人，並於 104 年 9 月 23 日函請各直

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自 104 年 9 月 23 日起至

11 月 6 日止受理連署書件。另本會業於 10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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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邀集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工作人員

辦理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連署及查核作業講

習完竣。 

四、報請公鑒。 

決定：准予備查。 

（三）選務處 

案由：有關第 9 屆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各選舉區名稱及其

所轄行政區域範圍一案，報請公鑒。 

說明： 

一、查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5 條第 3 項規定，直

轄市、縣（市）選出之立法委員，其名額分配及

選舉區以第 7 屆立法委員為準，除本法或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外，自該屆立法委員選舉區變更公告

之日起，每 10 年重新檢討一次，如有變更之必要

，應依第 37 條第 3 項至第 5 項規定辦理。復依同

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之 1 規定，本法第 35 條第 3

項所定直轄市、縣（市）選出之立法委員其名額

分配及選舉區以第 7 屆立法委員為準，自該屆立

法委員選舉區變更公告之日起，於每 10 年重新檢

討立法委員選舉區變更之期間內，遇有縣（市）

改制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

市，或村（里）之編組及調整時，由中央選舉委

員會公告調整立法委員選舉區名稱及其所轄行

政區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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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本會所定「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

員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規定，第 9 屆立法委員

選舉，定於 104 年 11 月 13 日由本會發布選舉公

告。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8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選舉公告須載明選舉種類、名額、選舉

區之劃分、投票日期及投票起、止時間。為應辦

理發布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公告作業需要，本會

前以 104 年 10 月 2 日中選務字第 1043150242 號

函請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查復第 9 屆

區域立法委員選舉之選舉區所轄行政區域範圍。

經彙整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查復結果

，除桃園市第 1 選舉區至第 6 選舉區、苗栗縣第

2 選舉區及彰化縣第 4 選舉區有須調整之情形，

其餘各選舉區所轄行政區域範圍均與第 8 屆立法

委員選舉相同。上開調整情形，謹說明如下： 

（一）桃園市： 

依內政部 102 年 5 月 31 日台內民字第 1020216

023 號公告，「桃園縣」自 103 年 12 月 25 日改

制為「桃園市」。改制後各鄉（鎮、市）改為「

區」，村（里）改為「里」，爰配合調整該市第 1

選舉區至第 6 選舉區名稱及所轄行政區域名稱。 

（二）苗栗縣： 

第 2 選舉區所轄「頭份鎮」，依苗栗縣政府 104

年 9 月 9 日府民行字第 1040189349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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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4 年 10 月 5 日起改制為「頭份市」，爰配

合調整該縣第 2 選舉區所轄行政區域名稱。 

（三）彰化縣： 

第 4 選舉區所轄「員林鎮」，依彰化縣政府 104

年 7 月 27 日府民行字第 1040247615 號公告，

自 104 年 8 月 8 日改制為「員林市」，爰配合調

整該縣第 4 選舉區所轄行政區域名稱。 

三、第 9 屆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各選舉區名稱及其所轄

行政區域範圍，經彙整，擬於 104 年 11 月 13 日

發布之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公告中予以載明。 

四、報請公鑒。 

決定：准予備查。 

（四）綜合規劃處 

案由：有關本會「選務資料開放與整合- OPEN DATA 

標竿計畫」一案，報請公鑒。 

說明： 

一、行政院長毛治國院長於 2014 年 12 月提出「科技

三箭」之策略，期許政府部門運用開放資料或網

路工具優化施政，並宣示資料應以「以開放為原

則，以不開放為例外」；毛院長進一步於 2015 年

2 月 5 日宣布今年為「Open Data 深化應用元年」，

強調加速釋出政府資料，使我國在國際上成為開

放資料的重要典範國家。 

二、在本會選舉資料之開放上，因現行選舉法規多以

紙本格式為資料傳遞的最終產物，如選舉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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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公報等，是以，本會之選舉資料雖多已公開

，惟要達到資料開放尚存在下列問題： 

(一)公開於網站之資料多以個別檔案上網，彼此間

未建立關聯，除相互間連結查找不易外，使用

者常需以下載檔案（如 PDF, Word, Excel 等）

方式查閱，較不具親和性，亦未符現行開放資

料格式(如 JSON、XML、CSV)之要求。 

(二)歷次選舉之歷史資料未完全數位化或未保存完

整。 

(三)選務資訊作業面遍及三百餘鄉鎮市區公所，人

員流動快，致在網站維護與選舉資訊的產製過

程，每個地方可能有不同的做法，造成資料彙

整作業繁雜與確保資料正確性之隱憂。 

三、本會經擬具「選務資料開放與整合-OPEN DATA 

標竿計畫」申請專案經費並獲核准，並於本(104)

年 10 月開始規劃執行為期一年之計畫，希望未來

選舉資料能達到: 

(一)全面性的 Open Data 

    除當次選舉資料之開放外，並針對我國辦理之

選舉歷史資料進行數位化，並能符合資料開放

格式之要求。 

(二)即時性的 Open Data 

辦理選舉時，能透過網路提供較具時效之選舉

資訊，包括選舉區、選舉公報、政見發表會影

音及計票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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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標準化的 OPEN DATA 

建立資料產製的標準作業流程，將各種資料之

格式標準化，並建立校正更新資料制。 

(四)視覺化查詢平台 

於本會網站建置整合性與關聯性之視覺化查詢

平台，民眾可方便查詢關聯性之選舉資料。 

四、在上開計畫開始之前，本會針對第 14 任總統副總

統及第 9屆立法委員選舉，業依上開計畫之方向，

規劃下列措施，以期達到整合選舉資訊，提供便

民查詢服務： 

(一)設置整合性選舉資訊查詢專區： 

篩選重要選舉資訊，集中建置關聯化選務資訊查

詢專區，民眾可透過其戶籍地串聯查詢當次選舉

所屬之選舉區與應選名額、候選人基本資料、候

選人學經歷及政見(數位選舉公報)、公辦政見會

時間地點及影音檔、候選人得票數與當選結果等

。 

(二)整合及擴充現行選務作業系統為各選委會資料

作業平台： 

整合及擴充選務作業系統功能，作為各選委會資

訊整合及資料校對之平台，以利建置及彙整上開

提供民眾查詢之選舉資訊。 

(三)提供候選人登記輔助程式 

在上開提供民眾查詢之資料中，選舉公報為提

供候選人資訊之重要管道；本會將在本次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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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協助候選人登打登記表件之程式，鼓勵候

選人提供登記資料之電子檔，並調整選舉公報

製作之流程，以利選舉公報資料之建檔與加速

電子選舉公報於網路上發布之時間。 

預計該查詢專區可於 11 月上線，配合選舉時程陸

續提供民眾查詢相關選舉資訊。 

 決定：准予備查。 

乙、討論事項 

第一案：苗栗縣議會第 18 屆前議員張家靜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

確定，其缺額本會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4 條第

2 項規定，由得票數最高落選人羅貴星遞補一案，報

請追認。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 104 年 9 月 11 日台內民字第 10400669051

號函、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4 年度選上字第 12 號

民事判決及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04 年度選字第 8 號、

第 21 號民事判決辦理。 

二、本案內政部上揭函略以，苗栗縣議會前議員張家靜因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

分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一案，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規定辦理後續遞補事宜。 

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4 條第 2 項規定，地方民意

代表當選人因第 120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情事，經法院

判決當選無效確定者，其缺額由落選人依得票數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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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順序遞補，不適用重行選舉或缺額補選之規定。但

遞補人員之得票數不得低於選舉委員會原公告該選

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二分之一。查苗栗縣

議會第 18 屆議員選舉，第 2 選舉區候選人數 5 名，應

當選名額 3 名，按各候選人得票數高低順序排列，得

票數最高落選人羅貴星得票數 4,465 票，達本會公告

該選舉區得票數最低之當選人得票數（5,556 票）二分

之一以上，本會擬依規定公告遞補當選苗栗縣議會第

18 屆議員。茲為因應時效，已先以書面分別徵詢本會

委員，業經全體委員書面同意，授權主任委員核定遞

補。 

四、上開苗栗縣議會第 18 屆議員選舉第 2 選舉區羅貴星遞

補當選人名單公告，業依法於 104 年 9 月 16 日發布，

函知監察院、內政部、苗栗縣議會、苗栗縣政府、苗

栗縣選舉委員會，並副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 

決議：同意追認。 

第二案：桃園市議會第 1 屆議員第 12 選舉區缺額補選候選人資

格審定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選務處、法政處 

說明： 

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7 條第 1 項規定，直轄市議

員選舉，由中央選舉委員會主管，並指揮、監督直轄

市選舉委員會辦理之。同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第 1 項規

定，候選人申請登記期間截止後，受理登記之機關應

將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至第 7 款所定表件，彙由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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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依規定辦理，並應造具候選

人登記冊 3 份連同各項表件，送由主辦選舉委員會審

查，報請主管選舉委員會審定。 

二、桃園市議會第 1 屆議員第 12 選舉區缺額補選，於 104

年 9 月 21 日至 9 月 25 日受理候選人登記，受理登記

結果，計有戴兆華、郭裕信及吳宗憲等 3 人登記參選。 

三、桃園市議會第 1 屆議員第 12 選舉區缺額補選候選人

資格，經桃園市選舉委員會初審後函報本會，並經

本會選務處會同法政處初步審查完竣，審查結果均

符合規定。  

四、候選人之相關表件，請注意個人隱私權益之保護。 

五、提請審定。 

辦法：候選人資格經委員會議審定後，將審定結果函知桃園

市選舉委員會通知各合於法定資格之候選人於 104 年 1

0 月 26 日參加抽籤。 

決議： 

一、審定結果，本次市議員缺額補選候選人 3 人均符合規

定。 

二、審定結果函知桃園市選舉委員會通知符合規定之候選

人於 104 年 10 月 26 日參加抽籤。 

第三案：有關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應繳納保證金數額訂

定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明： 

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



11 

 

登記為候選人時，應繳納保證金；其數額由選舉委員

會先期公告。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

舉候選人之保證金，依公告數額，由登記之政黨按登

記人數繳納。同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

第 32 條所定候選人保證金數額之預計及先期公告，由

主管選舉委員會為之。 

二、查第 3 屆至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每一候選人應繳納保

證金數額均為新臺幣 20 萬元，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候

選人應繳納保證金數額，擬仍訂為新臺幣 20 萬元整。 

三、另行政院頒布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中有關權力、決策

與影響力篇，為達成「提升女性參與機會，擴大參與

管道」之目標，其具體行動措施為「降低選舉保證金

門檻及政黨補助金分配門檻」，其中降低選舉保證金

門檻部份，依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 22 次會議決議：

「在立委保證金部分，建議朝向保障小黨方向進行檢

討，例如考慮連署方式，並於保證金案提委員會議時

表達性平委員之建議。」，併予敘明。 

辦法：提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於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候

選人登記公告中載明。 

決議：審議通過，於 104 年 11 月 19 日發布第 9 屆立法委員 

選舉候選人登記公告中載明。 

第四案：有關第 9 屆區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競選

經費最高金額訂定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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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1 條第 1 項及其施行細

則第 25 條規定，各種公職人員競選經費最高金額，

除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外，應由

主管選舉委員會依規定計算，並於發布選舉公告之日

同時公告。 

二、競選經費最高金額之計算方式，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 41 條第 2 項第 1 款、第 3 項、第 4 項及第 5 項規

定，立法委員選舉為以各該選舉區之應選名額除選舉

區人口總數百分之 70，乘以基本金額新臺幣 30 元所

得數額，加上一固定金額之和。該固定金額，立法委

員定為新臺幣 1 千萬元。競選經費最高金額計算有未

滿新臺幣 1 千元之尾數時，其尾數以新臺幣 1 千元計

算之。第 2 項所稱選舉區人口總數，係指投票之月前

第 6 個月之末日該選舉區戶籍統計之人口總數。 

三、第 9 屆區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經依上開規定及

內政部統計之 104年 7 月末日戶籍統計之人口數計算，

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 

辦法：提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於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公告

中載明。 

決議：審議通過，於 104 年 11 月 13 日發布第 9 屆立法委員

選舉公告中載明。 

第五案：有關檢討修正本會選舉票無效認定規範一案，敬請核

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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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 104 年 9 月 22 日選票鑑定小組建議事項辦理。 

二、現行選舉票無效認定之有關規範： 

（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簡稱選罷法）第 64 條規定：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1、圈選二政黨

或二人以上。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3、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政黨或何人。4、圈後加以塗

改。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7、將選舉票污染致

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政黨或何人。8、不加圈完全空

白。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前項無效

票，應由開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認定；

認定有爭議時，由全體監察員表決之。表決結果正

反意見同數者，該選舉票應為有效。」 

（二）本會相關函釋： 

1、75 年 11 月 3 日中選法字第 17158 號函：關於動員

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無效票圖例」所示「指

印」位置以外之處，留有指紋痕跡者，是否亦為

無效票疑義一案，按動員戡亂時期選罷法第 62 條

（已修正為第 6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於選舉

票上按指印者應屬無效票。本案僅於選舉票上留

有指紋痕跡，致污染選舉票，若其情節，未達不

能辨別所圈為何人者，依上開同條項第 7 款規定意

旨，應仍屬有效票。 

2、93 年 9 月 3 日中選法字第 0933500159 號函：有關

選舉票上按指印或留有指紋痕跡之效力為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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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罷法第 62 條（已修正為第 64 條）第 1 項規定：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五、…、按

指印、…者。」其立法意旨，乃因公職人員選舉

係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若於選舉票上按指印，

當易於辨識係某一得確定範圍之選舉人所為，即

有妨害選舉秘密投票之虞，因此，於選舉票上任

何位置有足以辨識之指印紋者，應屬無效票。至

本會 75 年 11 月 3 日中選法字第 17158 號函釋，所

謂「指紋痕跡」，係就公職選罷法第 62 條第 1 項第

7 款「污染選舉票」規定所作解釋。該個案之事實

及所稱之「指紋痕跡」，係認定僅因手指沾染印泥

而留於選舉票之痕跡，客觀上無從辨識係指印者。

「指印」及「指紋痕跡」於實務上認定如有爭議

時，應循上述選罷法第 62 條第 2 項「前項無效票，

應由開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認定；認

定有爭議時，由全體監察員表決之。表決結果正

反意見同數者，該選舉票應為有效。」規定，以

資解決。上述本會 75 年函釋，應予補充。二、現

行「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有效與無效之認定圖例」

無效票（十）、（十二）及（十四）例之說明文字

意旨，乃係「選舉票簽名者，應屬無效票。」、「

選舉票蓋章者，應屬無效票。」及「選舉票按指

印者，應屬無效票。」但僅因手指沾染印泥而留

於選舉票之「痕跡」，客觀上無從辨識係指印者，

不在此限。圖例修訂前，請利用選務人員講習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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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加強說明上述無效票規定及圖例係作為認定

選舉票之例示性規定，選務人員仍須注意並採取

一致之認定標準，期能迅速正確認定選舉票，減

少爭議，維護人民權益，並提昇選務機關之公信

力。 

3、99 年 10 月 6 日中選法字第 0993500156 號函關於「

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有效與無效之認定圖例」所

列無效票之按指印圖例部分，補充如下：按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選舉

票有按指印之情事者，無效。本會 99 年 10 月 1 日

中選法字第 0993500149 號令修正發布之「公職人

員選舉選舉票有效與無效之認定圖例」無效票（1

2）至（19）例之說明文字意旨，乃係「選舉票按

指印者，應屬無效票。」但僅因手指沾染印泥而

留於選舉票之「痕跡」，非客觀上顯然可以認定係

按指印者，不在此限，本會 75 年 11 月 3 日中選法

字第 17158 號函釋，併予停止適用。 

三、本會相關認定規範之檢討修正 

（一）依選罷法第 6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按指印」之文

義，應指選舉人故意按捺指印於選票上之謂，至其

所按指印亦應解讀為包括在「選舉票」上任一位置

按有指印之情形均屬之，本會並據之訂定無效票圖

例（13）至（20）在案。此外，條文所稱「按指印」

，應指「故意」按捺指印而言，如係圈選之際無意

間手指沾染印泥，反印於選票均認係無效，亦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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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推定」之立法意旨，惟行為人所留指印究係

主觀上「故意所為」，抑或不小心污染所致，執法

人員僅能從客觀方面予以認定，為資明確，本會並

訂有效票圖例（28）供選務人員作為認定依據。 

（二）本會選票鑑定小組前於 104 年 9 月 22 日鑑定法院所

送爭議選票，選票鑑定小組委員認為本會所訂之有

效票圖例（28）之說明，謂：「沾染印泥而留於選舉

票之痕跡，非客觀上顯然可以認定係按指印，亦非

符號，且仍能辨別為圈選何組或何人或何政黨者，

應屬有效票。」乃以有效推定為原則，無效推定為

例外。但觀之無效票圖例（18）卻將客觀上非顯然

可以認定之些許指印亦列為無效，似又有採無效推

定為原則，有效推定為例外之情事，前後所據法理

邏輯，似非一致，易使選務人員產生混淆。鑑於實

務上選票上沾染指印之情形，尚非罕見，其形狀、

大小、深淺雖有不一，然均難認有「作為特定識別

之標記」之意，如均以無效票視之，反易滋生於開

、唱票過程，故意以按捺些微指印使之成為廢票之

弊。若果，則些微指印究應視為「指紋痕跡」或「

指印」確產生應本諸條文立法意旨或本諸文義作判

斷之爭議，但如採前者（有效推定說）似較有據，且

較可免除選務工作人員認定辨識之困擾，爰擬建議刪

除無效票圖例（15）及（18），且本會 93 年 9 月 3 日

中選法字第 0933500159 號函釋併予停止適用。 

四、「公民投票公投票有效與無效之認定圖例」比照上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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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刪除無效票圖例（19）及（22）；「公職人員罷免

罷免票有效與無效之認定圖例」比照上開規定，刪除

無效票圖例（19）及（22）。 

五、檢陳修正草案、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票有效與無效之

認定圖例」、現行「公民投票公投票有效與無效之認

定圖例」、現行「公職人員罷免罷免票有效與無效之

認定圖例」。 

辦法：審議通過後，依規定程序發布並登載政府公報。 

決議：修正通過，依規定程序發布並登載於政府公報；另本

會 93 年 9 月 3 日中選法字第 0933500159 號函釋停止適

用。 

第六案：「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下稱本規則)

第 7 條附式修正草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按實務上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資料建置已漸採匯入方式

為之，惟資料匯入選務作業系統時，必須符合標準資

料格式，方能正確匯入，但因各機關或政黨多有採非

標準資料表示之情形，致時有匯入失敗情事，為使選

務作業系統運作順暢，茲調整資料匯入格式，並減少

非必要之欄位，爰修正「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

服務規則」第 7 條附式，並修正部分附式說明內容以

資明確。 

二、本草案依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及第 154 條規定踐行預

告程序，並無向本會提出建議意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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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第 7 條

附式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辦法：審議通過後，依法定程序發布。 

決議：審議通過，依規定程序發布並登載於政府公報。 

第七案：有關辦理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

會事宜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綜合規劃處 

  說明： 

一、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總統

副總統選舉，本會應以公費，在全國性無線電視頻道

提供時段，提供候選人發表政見，同一組候選人每次

時間不得少於 30 分鐘，受指定之電視台不得拒絕；其

實施辦法，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二、另依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

第 3 條第 1 項規定，電視政見發表會應舉辦 4 場，其

中總統候選人 3 場、副總統候選人 1 場。每一候選人

於每場電視政見發表會發表政見之時間為 30 分鐘，分

3 輪發表政見，每一輪時間 10 分鐘。 

三、鑒於假日往往為候選人主要競選活動時間，且電視公

司表示周一至周五晚上為電視黃金時段，收視率較高

，故第 12 任及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電視政

見發表會均於周一至周五晚上辦理。是以第 14 任總統

副總統選舉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辦理日期、時間，

爰依前述原則辦理，安排於周一至周五之晚上時間舉

辦，其辦理日期、時間，擬定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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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 

電視政見發表會日程表 

場次 辦理日期、時間 

第 1 場總統候選人 

電視政見發表會 

104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五） 

晚上 8 時起 

第 2 場總統候選人 

電視政見發表會 

104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三） 

晚上 8 時起 

副總統候選人 

電視政見發表會 

105 年 1 月 4 日（星期一） 

晚上 8 時起 

第 3 場總統候選人 

電視政見發表會 

105 年 1 月 8 日（星期五） 

晚上 8 時起 

四、為提升本次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

之能見度，除將政見發表會影片上傳至 YouTube 外，

並於電視直播時同時透過影音平台網路直播。 

五、依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第

7條規定，電視政見發表會由本會推派委員為主持人，

負責主持，維持現場秩序，有第 6 條第 2 項候選人發

表政見時攜帶危險物品或違背公共秩序、善良風俗之

行為之情事者，應予制止，並得不予播出。 

六、另前項辦法中未規定電視政見發表會現場是否設置監

察人員，惟依往例本會辦理之電視政見發表會均安排

本會委員擔任現場監察人員，本次選舉候選人電視政

見發表會擬援例辦理。 

七、本案擬提請討論，至各場次電視政見發表會主持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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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人員人選擬提下次委員會議討論。 

  決議：審議通過。 

第八案：有關辦理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原住民候選人電視政見

發表會事宜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綜合規劃處 

  說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公職人

員選舉除全國不分區、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外

，選舉委員會應於競選活動期間舉辦公辦見發表會；

第 2 項規定，公辦政見發表會，得透過電視或其他大

眾傳播媒體辦理；第 3 項亦規定，公辦政見發表會中

候選人發表政見時間，每場每人以不得少於 15 分鐘為

原則；其舉辦之場數、時間、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 

二、另依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立法委員原住民選舉，其公辦電視政見發

表會，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本會依往例均辦理舉

辦 2 場，其中平地原住民候選人 1 場、山地原住民候

選人 1 場。每一候選人於該場電視政見發表會發表政見

之時間為 15 分鐘，依現場報到後之抽籤號次輪流發表

政見。 

三、以原住民選舉區遼闊，候選人多希望電視政見發表會

辦理時間不要安排於假日，以利候選人返鄉競選，故

本會均排定於非假日辦理。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原住

民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會仍援例辦理，安排於立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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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競選活動期間第一個星期非假日(星期三)辦理，立

法委員原住民平地及山地選舉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

會分別於同一天上午、下午舉行，其辦理日期、時間

，擬定如次： 

第 9 屆立法委員原住民選舉候選人 

電視政見發表會日程表 

選舉區 / 場次 辦理日期、時間 

平地原住民候選人 

電視政見發表會 

105 年 1 月 6 日（星期三） 

上午 9 時 30 分起 

山地原住民候選人 

電視政見發表會 

 105 年 1 月 6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 30 分起 

四、為提升本次立法委員選舉原住民候選人電視政見發表

會之能見度，除將政見發表會影片上傳至 YouTube 外

，並於電視直播時同時透過影音平台網路直播。 

五、依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第 2 條第 3

項規定，公辦政見發表會之主持人，由主辦選舉委員

會指定之；又同法第 11 條規定，主辦選舉委員會辦理

公辦政見發表會，應指定監察人員到場執行監察職務

。本會依往例均推派委員擔任主持人及監察人員。 

六、本案擬提請討論，至各場次電視政見發表會主持人及

監察人員人選擬提下次委員會議討論。 

  決議：審議通過。 

第九案：有關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黃有妹等 2 人攜帶手機進

入投票所一案，敬請核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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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法政處 

說明： 

一、事實： 

（一）花蓮縣 103 年地方公職人選舉投票日為 103 年 11 月

29 日，第 13 投票所選舉人黃有妹及第 285 投票所選

舉人王慶祥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涉違反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下稱本法)第 65 條第 3 項規定，經花蓮縣

選舉委員會函知黃、王 2 人陳述意見，摘述如下： 

1、黃員部分：本人為超重聽身心障礙者，不知攜帶手

機進入投票所違法，亦無投票所工作人員提醒，且

因忙於協助罹患中風之家屬進入投票所，不知身上

攜帶手機，應不予處罰等語。 

2、王員部分：當日投票所外人潮眾多，未能仔細聆聽

選務人員禁止攜帶手機之宣導，且右耳素有痼疾，

聽力亦受影響，另因識字不多，張貼告示不甚了解

，顯無犯意云云。 

（二）案經提花蓮縣選舉委員會 103 年第 4 次監察小組會

議，黃員部分以禁止攜帶手機規定非第 1 次選舉實

施，各種文書及媒體均廣為宣導，故無行政罰法第

8 條因不知法規減輕或免除其罰之適用，擬處法定

最低額新臺幣 3 萬元罰鍰；至王員部分，因違規事

證明確，擬處額度同上。 

（三）上開 2 案，復提第 280 次委員會議，黃員部分經決

議請村里長出具當事人不識字證明後，依行政罰法

第 8 條規免除其罰；王員部分，經決議請當事人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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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資料後再行決議。嗣黃員補提花蓮市主安里里長

證明、王員經補提陳述書、住家照片、富里鄉富里

村村長證明書及診斷證明書後，再提該會第 281 次

委員會議審議，均決議依行政罰法第 8 條但書規定

免除處罰。本會以兩案所為決議與監察小組會議決議

認定不同，爰於 104 年 9 月 16 日以中選法字第 1043

550207 號函請該會將案件處理經過情形及相關佐證

及會議資料送會，該會同年月 18 日函覆略以，委員

會議認 2 案具有特殊及明確客觀事實，爰決議不予處

罰。 

二、擬議意見： 

 （一）按行政罰法第 8 條規定：「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

行政處罰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立法理由謂：「一、本條係規定行為人因不瞭

解法規之存在或適用，進而不知其行為違反行政法

上義務時，仍不得免除行政處罰責任。然其可非難

程度較低，故規定得按其情節減輕或免除其處罰。

…」所謂「不知法規」係指行為人不知法規所「禁

止」或「要求應為」之行為或不行為義務為何而言

，並非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人必須要對自己的

行為究係違反何法規之規定有所認知。是以，行為

人如已知悉法規所禁止或要求應為之行為義務為

何，就該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而言，行為人即

已具備不法意識（違法性認識），即無本法第 8 條但

書適用之餘地（法務部 99 年 2 月 22 日法律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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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99005633 號函釋參照）。 

 （二）次按違法行為人是否不知法規，應由裁處機關本於

職權調查。本法第 65 條第 3 項禁止攜帶手機之規定

，係自 93 年公布施行，選舉時各選舉委員會均規劃

多種宣導措施，投票所並張貼警示標示，103 年地

方公職人員選舉時，並援例於投票所入口處備置手

機放置籃以供投票民眾時置放，故選舉人祇須稍加

注意即得知悉此一禁止規定。惟本案花蓮縣選舉委

員會未詳加探求黃、王 2 人是否無從知悉本法第 6

3 條第 3 項之禁止規定，僅以黃員出具之聽障及不

識字證明，王員患有耳疾及國小教育程度之證明，

即依行政罰法第 8 條但書規定作成免除處罰之決議，

該決議與行政罰法第 8 條顯有牴觸，依直轄市縣市

選舉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6 條第 2 項規定，該會第 28

1 次委員會議討論事項案號一、二決議應為無效，

爰請花蓮縣選委會另為適法之處理。 

三、檢陳花蓮縣選舉委員會 104 年 9 月 18 日函及相關事證

、103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監察小組委員第 4 次會議

紀錄，第 280、281 次委員會議紀錄各 1 份。 

辦法：依決議辦理。  

決議：本案行為人違規情節雖有減輕事由，惟是否應行免除

其處罰一節，函請花蓮縣選舉委員會依行政罰法第 8

條但書規定，再行審酌。  

第十案：為停止適用本會 72 年 10 月 11 日中選一字第 8006 號

函、81 年 10 月 17 日中選一字第 43306 號函及 98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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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1 日中選一字第 0980003823 號函釋有關開票所禁

止民眾攝影部分一案，敬請核議。 

提案單位：選務處 

說明： 

一、查本會 98 年 8 月 21 日中選一字第 0980003823 號函示

略以：「依 72 年 10 月 11 日中選一字第 8006 號、81

年 10 月 17 日中選一字第 43306 號函示，為維持投開

票所秩序，任何人於投票期間站在門外及開票期間站

在觀眾席上攝影，應予以制止，至佩帶有選舉委員會

製發記者證者，基於採訪之需要，在不妨礙投票秘密

及投、開票作業原則下，應可准予拍攝投、開票情形

。」據此，本會 72 年 10 月 11 日中選一字第 8006 號、

81 年 10 月 17 日中選一字第 43306 號函，針對開票所

禁止民眾攝影均曾作有解釋。 

二、103 年 9 月 26 日呂忠津等 9 人向本會遞送陳情書，請

本會立即撤銷前開 3 號函釋，案經提請 103 年 10 月 1

5 日本會第 456 次委員會議討論，決議略以，本會 98

年 8 月 21 日中選一字第 0980003823 號函解釋仍有維

持必要。 

三、104 年 6 月 3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7 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25 次全體委員會議，針對本會「選舉業務」凍結 1

億元，俟進行專案報告後始得動支一案，決議略以，

繼續凍結 5,000 萬元，俟本會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全

體委員提出 3 號函釋停止適用之相關書面資料後，即

可動支；其餘准予動支。另本會 104 年 4 月 30 日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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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務字第 1043150093 號函送「公設開票錄影專案報告

」予立法院，經該院內政委員會審查完竣，不予核備

，併予敘明。 

四、為審慎研議開票所如開放民眾攝影，會否侵犯開票所

工作人員之個人隱私權益及有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法等相關法律規定疑義，本會前以 104 年 7 月 13 日中

選務字第 1043150147 號書函、104 年 8 月 28 日中選務

字第 1043150197 號書函及 104 年 10 月 7 日中選務字

第 1043150265 號函 3 度函請法務部惠示意見，惟該部

迄今尚未函復。嗣 104 年 10 月 14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8 會期內政委員會第 8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 105 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本會及所屬收支部分，決議略

以，本會「選舉業務」凍結 5 千萬元，俟委員會議通

過開票所禁止民眾攝影函釋停止適用，並將委員會議

紀錄送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後，即可動支。 

五、上開立法院附帶決議之效力，依預算法第 52 條第 1

項規定：「法定預算附加條件或期限者，從其所定。

但該條件或期限為法律所不許者，不在此限。」、第

2 項規定：「立法院就預算案所為之附帶決議，應由

各機關單位參照法令辦理。」是以，立法院內政委員

會上開有關請本會停止適用開票所禁止民眾攝影 3 號

函釋之決議應僅屬建議性質，尚無法之拘束力。惟為

尊重立法院，且現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對於民眾於開票所可否攝影之規定並

不明確，為使本會 104 年度、105 年度部分預算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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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解凍，以利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第 9 屆立法

委員選舉選務工作順遂進行，擬依立法院上述決議，

將本會 72 年 10 月 11 日中選一字第 8006 號函、81 年

10 月 17 日中選一字第 43306 號函及 98 年 8 月 21 日中

選一字第 0980003823號函其中有關開票所禁止民眾攝

影函釋規定部分予以停止適用。 

辦法：審議通過後，函知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上

開 3 號函其中有關開票所禁止民眾攝影函釋規定部分

停止適用，並將本會委員會議決議函送立法院內政委

員會。 

決議： 

  一、審議通過，本會 72 年 10 月 11 日中選一字第 8006 號函

、81 年 10 月 17 日中選一字第 43306 號函及 98 年 8 月 2

1 日中選一字第 0980003823 號函有關開票所禁止民眾攝

影部分停止適用，函知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並將委員會議紀錄函送立法院內政委員會。 

二、上開 3 號函釋部分停止適用後，開票期間民眾於觀眾

席攝影，如有干擾開票進行之情事，應如何規範，併

加以研議。 

丙、臨時動議：無 

丁、散會（下午 1 時 5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