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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選舉委員會第 403次委員會議臨時動議之報告事項 

壹、 黃委員正源提議事項之報告 

一、 應加強宣導選舉票之無效票認定情形，以降低無效票張數 。

（第一組） 

關於選舉票有效、無效之認定原則，係依據總統副統選舉

罷免法第 59條第 1項、第 60條第 1項及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 63 條第 1 項、第 64 條 1 項列舉規定。自 92 年 1

月 16日修正總統副統選舉罷免法第 60條第 1項後，兩法

關於無效票之態樣規定，已無差異(詳請參附表一)。中央

選舉委員會依上開規定模擬有效票 28 圖例、無效票 25 圖

例，制定「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有效無效之認定圖例」供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運用，並於投票日張貼投票所外供民眾

參考，以昭公信。 

本會歷年辦理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訓儲講習、投開所工作

人員講習、政黨推薦之投開票所監察員講習，皆將如何判

別有效票、無效票列為重點，按「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有

效無效之認定圖例」逐一解說。爾後仍將繼續落實投開票

所工作人員對於有效票、無效票判定能力，以維護選舉之

公正、公平。 

二、 應釐清投票所四周 30公尺範圍，究係屬選務人員或警衛人

員權責？（第一組、第四組） 

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總統選罷法)第 93 條

第 2 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公職選罷法)108

條第 2 項規定，「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

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

金。」警衛人員職責以選罷法明文規定，係投票所工作人

員唯一的特例。是故，警衛人員對於投票所四周 30公尺內

之喧嚷、干擾或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等行為有制止之職

責，至為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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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關於「投票所四周 30公尺內」起算基準及由何者執行劃

設之疑義，按中央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中選會)93年 2月

25日中選法字第 093001512號函、107年 9月 14日中選法

字第 1073550531 號函復內政部警政署之意見略以:「…是

故，投票當天如於投票所外，喧嚷、干擾或勸誘他人投票

或不投票，警衛人員自可依上開規定予以制止，制止後繼

續為之者，可移送檢察機關偵辦；所稱投票所四週 30公尺

內之起算基準，應係指投票所四周的邊緣起算至 30公尺處

以內之範圍而言。」、「所稱投票所四週 30公尺內之起算

基準，應係指投票所四周的邊緣起算至 30公尺處以內之範

圍而言，但因設置地點之地形、地貌、屏障地物各異，是

否以拉線、劃線等適當方式區隔或逕以目測測距即可，當

由警衛人員視個別情況予以處理。」中選會二函除重申警

衛人員依總統選罷法、公職選罷法規定，對在投票所四周

30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行為者有制

止、舉報之職責外，並表示「30公尺處以內之範圍」當由

「警衛人員」視個別情況予以處理之意見。 

又按中選會 108年 12月 20日中選法字第 1080028171號函

復台北市選委會函詢「投票所四周 30公尺內起算基準」疑

義:「按總統選罷法第 93條第 2項(公職選罷法 108條第 2

項規定:「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

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其中「投票所四周 30公尺」，因係刑事犯罪構成要件，本

會尚無適用解釋餘地，惟前應內政部警政署之詢問，二度

函復該署本會之法制意見，略以：「投票所四週 30公尺內

之起算基準，應係指投票所四週之邊緣起算至 30公尺處以

內之範圍而言」。（中央選舉委員會 93 年 2月 25日中選

法字第 093001512 號函、107 年 9 月 14 日中選法字第

1073550531號函參照）。以上開條文選舉會員會尚非直接

適用機關，本會自未便逕予釋示，本函所稱本會就之作有

函釋一節容有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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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投票所四周 30公尺內之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

不投票行為者之制止，係由總統選罷法、公職選罷法明文

應由投開票所警衛人員負責，應無疑義。至於「經制止後

仍繼續為之者」之舉報，依「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手冊」規定「(警衛人員)

應聯絡分局派員處理。」 (詳參見手冊第 32頁「警衛人員

職務」)。又按「法律優位原則」，警衛人員負責投開票所

安全之維護及秩序之維持，雖受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之指

導監督及主任監察員之監察，但行使「指導監督」及「監

察」時，但仍不宜逾越選罷法規定之分際。 

至於警衛人員執行職務與監察小組職權關係，依據「各級

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 7條、第7-1條規定(略)，

「監察小組討論下列事項:…六、關於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

員違法案件之研處。…」、「監察小組委員因執行監察職務

而發現，或因民眾舉發、上級機關交辦及其他情形知有違

反總統選罷法、公職選罷法或公民投票法情事者，應即開

始調查。」。因此，監察小組有責對於所有選務人員怠於執

行職務時進行調查，如仍不改進者可提於監察小組會議研

處。警衛人員自無可例外，亦無扞格。 

三、 應注意協助身障人士投票，保障其投票權。（第一組） 

保障殘障人士之投票權益中選會列為選務工作重要一環，

將「協助身心障礙人士投票注意事項」列為「投開票所工

作人員手冊」專章。本會一向也將落實協助殘障人士之投

票列為長期工作重點，辦理縣級以上公職人員選舉依規定

錄製國、台、客語有聲公報分送有需求之殘障團體；辦理

電視政見會即時手語翻譯政見；督導鄉鎮市公所設置投開

票所應依規定檢查無障礙設施，如未符合規定者應予改善，

確實無法符合規定者應另選符合之場地設置；投開票所工

作人員講習將協助身心障礙人士投票工作人員講習重點；

每一投票所至少設置一座行動不便人士圈票遮屏及提供視

障者投票輔助器；投票日請查驗國民身分證管理員協助老

者、孕婦及行動不便選舉人優先投票；行動不便人士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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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票作時，協助安排座位…等。未來將繼續落實各項服務、

協助措施。 

依據總統選罷法第 14條第 4項(公職選罷法 18條第 3項)

規定：「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自行圈投。但因身心障礙

不能自行圈投而能表示其意思者，得依其請求，由家屬一

人在場，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其無家屬

在場者，亦得依其請求，由投票所管理員及監察員各一人，

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歷年投票所執

行上開規定迭有疑義，中央選舉委員會相關函釋如下：  

(一) 有關選舉人已達投開票所因重度傷殘，雖能意思表示

但不願下車進入投開票所投票，要求可否給予家屬進

入投開票所代為領票及圈投選舉票案，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 21條第 3項(已修正為第 18條第 3項)規

定，身心障礙無法自行圈投而能表示其意思者，得依

其請求，由家屬一人在場，依據本人意思，眼同協助

或代為圈投。故身心障礙選舉人應進入投票所，由其

家屬一人依據其本人意思眼同協助或代為圈投。（中

央選舉委員會 95年 5月 26日中選一字第 0950002720

號函） 

(二) 有關「身心障礙不能自行圈投而能表示其意思」之認

定標準，依中央選舉委員會 93 年 1 月 6 日中選一字

第 0933100006 號及同年月 20 日中選一字第

0933100027 號函釋，「身心障礙」不以領用身心障礙

手冊人員為限，凡有身體或心智功能障礙，不能自行

圈投而能表示其意思者，均適用上開法條規定；「不

能自行圈投」則係指肢體功能健全，仍應自行圈投；

至「能表示其意思」者，係指能以口頭明確表示其意

思者，如因語言障礙而無法口頭意思表示，則指能以

其他明確表示其意思之方法為之者。 

(三) 至其「家屬」身分之認定，依本會 75年 7月 29日中

選法字第 16630號函釋，除投票所工作人員職務上所

確知其事實外，應由該身心障礙人員舉證；或備具有

關戶籍資料，或出具鄰、村、里長證明，均為所許，

投票所工作人員，應本於職權，依事實認定之。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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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23條第 3項雖規定：「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

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視為家屬。」惟個人助理及

外勞並非設籍該處，且係工作職務而非以永久共同生

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非上開民法規定之家屬。 

(四) 「眼同協助」係為避免盲胞圈選選舉票時不慎圈選於

候選人圈選欄外致造成無效票，而由家屬或投票所管

理員及監察員在場，以目視方法注意選舉人之投票行

為，適時提供必要之協助。（中央選舉委員會 95 年 5

月 26日中選一字第 0950002720號函） 

關於由家屬代為圈投選舉票一項，為以往較易發生投訴之

投票爭議案件，其原因多數出於選舉人肢體健全但家屬要

求代為圈投，或選舉人不能表示其意思但家屬要求代為圈

投，投票所工作人員認為按個案情況不符選罷法及相關函

釋規定，未予允許。此外，本會辦理政黨推薦監察員講習

時，亦常有監察員反映投票所管理人員未依規定，允許以

上二類情況選舉人家屬代為圈投。足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

對於認定個案狀況，決定是否同意由家屬代為圈投動輒得

咎，未來將於講習時要求投票所工作人員按中選會函釋意

旨，並確實依個案狀況事實認定，以落實選罷法規定。 

四、 建議製發委員識別證以利投票日委員執行職務。（人事室、

第一組） 

按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6 條、第 7 條規定，

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委員之職務，係以出席委員會議審

議以下選務事項:1選舉、罷免、公民投票相關選務事項行

政規則之訂定、修正、廢止（停止適用）之擬議。2 各項

選舉、罷免及公民投票公告事項之審議。3.違反選舉、罷

免及公民投票法規之裁罰。4.重大爭議案件之處理。5.委

員之提案。6.其他重大應由委員會議議決事項。合先敍明。 

今委員建議製發委員識別證以利委員執行職務一案。以往

投票日本會委員視察投票所時，本會係依據公職人員選舉

投開票所出入證件圖式一「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暨各級督導

人員證件」格式製作「督導證」如附。未來將於「宜蘭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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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背心」前後均加印有醒目之「委員」字樣，以

利執行職務穿著識別。至於原「督導證」格式如委員認為

不合時宜，本會擬比照中央選舉委員會投票日「投開票所

督導證」之格式另行製作（中央選舉委員會 108年 12月 6

日中選務字第 1083150636號函）， 以利區別於其他督導人

員。 

貳、 黃委員玲娜提議事項之報告： 

一、 投票日置場外監票人員之合法性？（第四組） 

關於投開票所監察員之推薦依公職選罷法第 59 條第 1 項、

第 3 項規定，「投票所、開票所置主任監察員一人，監察

員若干人，監察投票、開票工作。除候選人僅一人時，置

監察員一人外，每一投票所、開票所至少應置監察員二人。」、

「監察員依下列方式推薦後，由選舉委員會審核派充之：

一、公職人員選舉，由候選人就所需人數平均推薦。但經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由其所屬政黨推薦。二、公職人員選

舉與總統、副總統選舉同日舉行投票時，依總統副總統選 

舉罷免法第五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推薦。三、立法委員、直

轄市長、縣（市）長選舉與其他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同日舉

行投票時，由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之候

選人依第一款規定推薦。四、公職人員罷免由提議人之領

銜人及被罷免人就所需人數平均推薦。」本年總統、副總

統選舉合併立法委員選舉同日投票，依規定由推薦總統、

副總統之政黨平均推薦投開票所監察員(本會函請推薦總

統副總統候選人之政黨-民主進步黨、中國國民黨及親民黨

於各投開票所各推薦監察員 1 人，推薦結果為民主進步黨

421 人、中國國民黨 421 人及親民黨 0 人，共計推薦監察

員 842 人。依「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第

10條規定，於 108年 12月 14、15日辦理講習，其中有 7

位未參加講習，由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依規定再行遴

派適當人員遞補並辦理講習。）。 

以上政黨或候選人推薦監察員資格，係依「各級選舉委員

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 7 條第 3 款規定，應提經監察小

組會議討論；投票日在投開票所內由主任監察員指揮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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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投開票所工作手冊規定執行監察工作。綜合而言，投票

所監察員推薦、資格審查、應參加選委會辦理之講習及執

行職務，均有法規依據可循。至於委員所詢投票日投開票

所場外之監票人員，按目前總統選罷法、公職選罷法於選

罷法並未有明文相關規範。故而，本會礙難就其合法性評

述。 

二、 聞投票日有媒體記者遭投票所主任管理員要求刪除其所拍

攝之照片一事，應釐清媒體採訪拍攝範圍為何？（第一組） 

(一) 經詢本縣第 20 投開票所（位於蘭陽女中）主任管理

員，投票日當天確有媒體記者於投開票所由外向內拍

照，因疑角度有可能拍攝到選舉人名冊，為恐當事人

違反選罷法第 65 項第 4 項「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

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及第 106條

第 2項規定「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之

規定，故請該記者現場刪除照片，當下記者立即配合

刪除照片。 

(二) 有關媒體採訪拍攝範圍為何？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 65 條第 3 項規定：「選舉人及第 18 條第 3 項

規定之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

所。」。違者依同法第 106條第 1項規定，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同一行為在總統副總統

選舉與公職人員選舉同時舉行投票時，應依總統副總

統選罷法第 93之 1條第 1項規定:「違反第 63條第 3

項規定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3萬

元以下罰金。」處罰。 

總統副總統選罷法第 63 條第 4 項(公職選罷法第 65

條第 4項)規定：「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

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總統副總統

選罷法第 93 之 1 條第 2 項(公職選罷 106 條第 2 項)

規定，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

下罰金。 

另總統副總統選罷法第 93 條第 2 項（公職選罷法第

108條第 2項）規定：「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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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

仍繼續為之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至於投票日投票所外是否可供攝影，按中央選舉委員

會 81 年 10 月 17 日中選一字第 83306 號函：依據本

會 72 年 10 月 11 日中選一字第 8006 號函釋：「為維

持投、開票所秩序，民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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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10月 28日中選務字第 1043150291

號函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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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函有關開票所禁

止民眾攝影部分，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三) 本會一貫遵循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及函釋規定，不

許任何人進入投開票所內拍攝。至於本縣候選人會前

往投票時，或有媒體記者會特別守候情況，本會為協

助投票所工作人員執行任務，預先通知該選務作業中

心向該投票所主任管理員加強說明記者可拍照但不

得進入投票所內拍照，以為因應。是故，記者或任何

人於投票所外拍攝，而拍攝內容有涉及選舉人圈選內

容或選舉人名冊之選舉人個人資料時，相關刑責或賠

償責任應由行為人自負，惟投票所工作人員，仍應視

個案審酌，予以適當了解，如涉違反規定者並應由警

衛人員或通知本會監察小組委員到場處理。 

三、 應注意協助身心障礙人士投票。（第一組） 

同黃委員正源提議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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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總統副統選舉罷免法第 60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4條規定:  

總統副統選舉罷免法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 59條 

選舉之投票，由選舉人於選舉票圈選欄

上，以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選

一組。 

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

人。 

第一項圈選工具，由直轄市、縣 (市) 選

舉委員會依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之式樣

製備。 

 

第 60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二、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圈選一組。 

三、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組。 

四、圈後加以塗改。 

五、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

字或符號。 

六、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七、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

何組。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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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3條 

選舉之投票，由選舉人於選舉票圈選

欄上，以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圈選一人。但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

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圈選一政黨。 

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

他人。 

第一項圈選工具，由直轄市、縣（市）

選舉委員會依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

之式樣製備。 

第 64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圈選二政黨或二人以上。 

二、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三、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政黨或

何人。 

四、圈後加以塗改。 

五、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

文字或符號。 

六、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七、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

選為何政黨或何人。 

八、不加圈完全空白。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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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