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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選務機關架構： 

美國由於是聯邦體制國家，其聯邦層級雖設有聯邦選舉委員會，但僅負責監督

和執行競選財務法律，而並不實際管理選舉工作。實際負責選舉法律、細則制

定及選務計畫及實務運作等係由州層級及市(郡層級)負責。以本次拜訪加州州政

府及舊金山市政府，其選務組織與職掌概述如下： 

 (一) 州務卿是加州的首席選舉官，其主要職責包括： 

1. 制訂選舉法，並監督選舉法有效執行。 

2. 要求縣選舉官員就其管轄範圍內選舉事務進行報告。 

3. 決定可使用之電子投票機器。 

4. 發現選舉法不被縣選舉官員執行，除將違反事項通知州總檢察長或地方檢察

長，並協助縣選舉官員履行其職責。為確定是否發生違反選舉法情形，審

查已投選票、未投選票、損壞選票、註銷選票、計票之電腦程式、郵寄投

票之回郵信封和申請書以及選舉法第 14432 條所規定的選舉用品，並檢查縣

選舉官員做決定之相關記錄。 

5. 制定法律細則，以確保選舉法的運作與執行一致性。 

6. 彙計各縣選舉官員報告之公職選舉與公民投票案之結果，填製投票結果報

告，並立刻對外公開。 

7. 於選舉後 120 天內，彙整投票結果補充報告，計載總統、州長、聯邦參議員

之每位候選人以及每個全州性公民投票案在各縣、市、州眾議員選舉區、

州參議員選舉區、國會選舉區、國會選舉區、監督委員會選舉區之得票數。

補充報告並應提供州內任一選舉人索取。 

  (二)以本次拜訪之舊金山市為例，其選務單位主要為選務局及選舉委員會。 

 1.選務局係負責處理舊金山市辦理之所有聯邦、州、區與市政選舉。其職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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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登記、舊金山事公職候選人提名籍登記事項、選民資料之準備與發放、

選票製作、投票與計票之運作、防止選舉舞弊、發生舞弊與異議情形下進行

重新計票。選務局由局長負責選務部門管理、選民登記以及維持選舉運作之

相關事項。其係由選舉委員會依符合市憲章公務人員規定之名單中予以指

派，任期為 5 年。另根據市憲章公務人員規定，局長有指派及免除選務局相

關人員之權力。 

    2.舊金山市選舉委員會之成立，係於 2001 年經過舊金山市民以公民投票決議修正

市憲章規定，設立選舉委員會，選舉委員會之成員共計 7 位，任期為 5 年，最

多以連任 1 次為限。7 位委員分別由市長、市議會、市府檢察長、公設辯護人、

估值-記錄官、地區檢察長及聯合校區教育委員會各指派 1 位。委員會職掌包

括： 

     (1)監督舊金山市選務局辦理之所有聯邦、州、區與市政選舉。 

(2)制定政策，監督選務局適當執行。 

 (3)同意選務局每次選舉前提出有關執行細節、程序以及人事之相關計畫，並於 

   事後評估該計畫是否有效落實該次選舉之公平、自由及執行成效。 

二、不在籍投票制度：    

加州選舉法規範之不在籍投票制度，在過去其法律用語為 absentee voting，係指

於選舉日投票所投票以外之替代投票方式。然而近來修法後，已用 vote-by-mail 

voting 予以代替，換言之，加州採行之不在籍投票即係明確以郵寄投票為法律規

範架構。在此架構下，並採取若干變異形式，如提前投票、代理投票、臨時投

票等規範。 

（一）郵寄投票 

   1.得採全部郵寄投票方式，不另設投票所 

    (1)任何地方選舉、特別選舉或合併舉辦之選舉；區選舉；人口在 10 萬以下之市

或是學區、特別區選舉或 Yolo 縣自 2012 年至 2017 年試行辦理之地方選舉，

如符合選舉法所定條件，得以全部郵寄投票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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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辦理任何選舉時，投票區登記選民如少於 250 人以下，該投票區將採全部郵寄

投票方式，毋需事先申請。 

   2.申請郵寄投票 

 (1)適用對象：依規定具美國公民、舊金山居民，於該次選舉日當天或之前年滿

20 歲，且未因犯重罪而在監獄監禁或處於假釋期，亦無經法院宣告精神失能

者，並於選舉日 15 天前辦理選民登記者，均得於該次選舉前申請郵寄投票；

申請成為永久郵寄投票者，於之後辦理之選舉均能收到郵寄投票，毋須逐次

申請。  

    (2)申請期間：依規定為選舉日前 29 天至選舉日前 7 天之間；另配合服役及海外

公民等特殊郵寄投票選民，則可於選舉日前 60 天之前即可申請。但有緊急缺 

       席投票情形，或軍人於申請期間後被召回服務單位者，不受此限。 

    (3)申請表格式：一般選民申請得以書面形式，載明姓名、辦理選民登記時之地址、

郵寄地址及本人簽名等資料後，向市(郡)選舉官員當面遞交、傳真、郵寄等方

式申請郵寄投票。另加州州務卿及市(郡)選舉官員均備有制式表格電子檔，可

供下載使用；另亦提供網路線上申請。市(郡)選務官員寄發之選民資料手冊亦

附有該申請表格可供填寫後寄回。 

    (4)審核申請表：市(郡)選務官員收到郵寄投票申請表之記載資料不全或有瑕疵，

但仍得確定選民郵寄地址情形時，仍應將選票寄交該申請人，但應附帶通知申

請人將選票送回前，應先補正申請表之瑕疵，否則選票將不予計算；但如採網

路線上申請時，則應通知其瑕疵情形，但不寄發選票予申請人。    

    (5)寄送郵寄選票：市(郡)選務官員應以郵寄方式送交郵寄投票選民可經光學掃描

計票之紙質選票以及回郵信封；特殊郵寄投票之選民則得以郵寄、傳真或電子

郵件方式傳送之。 

    (6)投遞方式與期限：郵寄投票選民得以郵寄或親自遞交方式送達市(郡)選務官員

之辦公室；亦得於選舉日前遞交於任何一個投票所之郵寄投票放置箱。如屬特

殊郵寄投票之選民除上開方式外，亦得以傳真方式將相關選票及回郵信封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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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送達，但另需附上一張放棄投票秘密性之宣誓書。無論採上開何種方式，選

票均須於投票日之投票所關閉前送達。 

    (7)選票處理： 

  a.市(郡)選務機關將指定特別計票委員會負責辦理郵寄選票計票工作。計票委

員會成員將比對裝有郵寄選票之回郵信封之選民簽名與辦理選民登記之簽

名是否一致。如符合，將把選票移出回郵信封辦利後續計票工作；如不符

合，則將異議之理由記載於回郵信封上，該郵寄選票將不會從回郵信封移

出。 

 b.處理郵寄選票簽名比對等工作，可從選舉日前第 29 天即可以進行；但如果

有電子輔助器具者，則需從選舉日前第 7 天始得進行處理郵寄選票簽名比對

等工作。又郵寄選票放入電子機器讀取，需於選舉日前一天之下午 5 點後始

得進行。但不論如何，計票結果需於投票所關閉後始得公布。 

 (二)提前投票：係規範於郵寄投票法律規定之一條，亦即其適用上與郵寄投票之適

用對象並無不同，僅係給予欲採郵寄投票之選民，得於選舉日 29 天前至選舉投

票日關閉期間，於市郡選舉官員所在之辦公室或指定之衛星投票站內之圈選郵

寄選票並將之裝入信封後放置於選票箱內。但如有採電子投票機器者，亦可供

選民以電子投票機器方式進行投票。該選票之處理方式與郵寄投票相同。     

 (三)代理投票： 

   1.選舉日 29 天前至選舉日 7 天前之期間 

申請人於郵寄投票申請書上載明授權委託其配偶、子女、祖父母、孫子女或兄

弟姊妹，或與申請人住在同一屋內之人，且須年滿 16 歲以上代為領取選票；申

請書載明申請人在願受偽證罪處罰條件下，載明本人姓名及辦理選民登記時之

地址及簽名、被委託人姓名及其與委託人之關係。 

   2.已逾法定郵寄投票申請期間 

    選舉人如因生病或身體障礙留在醫院、療養院、診所或家中，致無法到投

票所投票；或因現存之建築設備，使殘障人士無法接近投票所、圈選遮屏、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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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機；或因投票當日不在所屬投票區，致無法到投票所投票時等情形，選舉人

得以書面在願受偽證罪處罰條件下，簽名申請郵寄選票，委託他人於選舉日前 7

天之後索取緊急缺席之郵寄選票，並可授權任何人索取選票及使用此表格。 

無論採上開何種代理投票之方式，該裝有選票之回郵信封應載明被授權代

表姓名與郵寄投票選民之關係。且不得以郵寄方式送回，而必須由本人或被授

權代表親自送回。該郵寄選票送回之期間與後續處理程序與郵寄投票相同。 

三、取代不在籍投票之投票方式 

  (一)申請採郵寄投票者，得回原指定之投票站投票，但必須將郵寄選票及回郵信封 

     交回投票站工作人員後，始得更換為投票所之投票方式，其計票則於選舉日所 

     投選票併同計算。 

  (二)申請採郵寄投票者，如未收到選票，或選票因毀損、遺失等情形，致未能於提

前投票或於選舉日投票所將其繳回給市郡選舉官員或票站工作人員時，得採臨

時投票方式進行投票，選民將圈選後之選票放入臨時選票信封後，投入選票

箱。該等臨時選票將與其他於選舉日遞交投票所之郵寄選票併同集中於市郡選

舉官員辦公室計票。如選民同時為郵寄投票與臨時投票時，則採計郵寄投票；

如無寄送郵寄投票，則將臨時投票予以納入計票。 

四、選舉制度持續研議革新：  

2010 年舊金山市民曾提出所謂星期六投票之公民投票議案，其依據選舉法有關

提前投票規定，該議案提議由採行募捐資金方式，於 2011 年之市政選舉日之前

一個星期六，試行將選舉日投票所開放供選民進行提前投票。該議案經舊金山

市民通過後，舊金山市選務局亦擬訂相關執行計畫，嗣後雖因募捐經費不足而

未予辦理，但目前已由州參議員基於提高選民投票率，提出選舉法修正案，建

議於選舉日前第 29 天至選舉日期間，至少允許一個星期六開放所有選舉日投票

站 4 小時供選民進行提前投票。換言之，未來加州採行不在籍投票除維持郵寄

投票方式為原則外，提前投票之相關規定亦可能是改革重點，後續成效值得持

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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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所謂民主國家，如係奠基於主權在民原則，該原則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無代表則

不納稅，以及政府應立於被治者同意。而要實現「被治者同意」的政府，不僅政府領

導人須由人民自主選擇產生，國家權力行使的正當性亦來自於民意的支持。考量廣土

眾民之近代民主國家，如要求所有國家法案與政策皆由人民自己決定，於技術及專業

上尚非可能，於是而有代議民主制度之設計，即人民透過行使選舉權選出代表，以代

替人民行使職權。就選舉權的發展歷史而言，在 20 世紀初以前，選舉權資格亦非人

人都能擁有，而係以財產、教育、性別及種族等限制人民行使選舉權。而在 20 世紀

中期以後，人民普選權之實行與否，已是各國民主政治發展最重要的指標，故往昔對

選舉權所作的各種相關因素的限制，如財產、教育、宗教信仰、居住期限、種族、性

別、年齡，都已大部分被排除或降低。 

    然而現行對人民行使其選舉權最大之威脅，已不再是過去有形、法律層面之限

制，而是現實經濟、生活環境等無形因素對人民行使投票權產生限縮。如因移民、工

作、求學等需求之人民，不得不離開原投票所居住地區至本國境內其他地方或是國外

發展，渠等大多固然亦得於選舉日前返回投票所進行投票之自由，但亦有因考量返回

原居住地票所負擔之金錢、時間以及舟車勞頓等成本，而自動放棄投票；或係因法律

規範服兵役義務，及因犯罪而經在押或判刑入監等實質原因，使其喪失返回原居住地

投票之自由。綜上，此類情形亦非我國所特有，而是近代民主國家面對此種人民因生

活型態之轉變致主動或非主動遷徙情形，不得不去面對與解決其投票權行使之問題。 

    綜觀世界各國對於上述問題之因應，多已採取不在籍投票制度作為解決方式。所

謂的不在籍投票，簡而言之，就是一種取代現行原居住地投票所投票之其他投票方

式。而不在籍投票制度之實施，更已是普遍性世界趨勢，其中美國在 1813 年起就逐

步實施，實施迄今不在籍投票之辦理，已相當多元及普遍，在適用對象方面，現已涵

蓋一般選民、殘障者、軍人、海外公民及犯輕罪在監服刑者，實施方式主要採行通訊

投票、提前投票及海外投票等。惟因美國是一聯邦制國家，有關選舉法之制定係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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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負責，因此有關不在籍投票之實行方式亦因各州規定不同而有異。本次之所以擬

拜訪加利福尼亞州(以下簡稱加州)、舊金山市及郡政府(以下簡稱舊金山市政府)為考

察地點，係因加州為美國面積第三大，人口數則為最大之州，轄內並有全球最發達科

技產業聚集之地-矽谷，倘將加州視為單一經濟體，目前更為世界第 9 大經濟體。就

整體影響力而言，若將加州視為具國家地位之影響性尚不為過。又單就加州對美國政

治影響性而言，加州之總統選舉人票就佔 55 張選，且其各種族裔選民甚多，更需準

備西班牙文、中文、日文、韓文、菲律賓文、越南文、印度文、高棉文等多種語言之

選舉資料；舊金山則是加州重要城市，亦包含多種族裔，甚至對無性別傾向團體之接

納，亦是全美最友善之地，其多元與包容性可見一般。鑑於加州、舊山市之影響性與

多元、開放，其選務運作亦當有可觀之處。又加州、舊金山市甫於去(2012)年 11 月 6

日辦理總統、聯邦參眾議員、邦參眾議員等多項選舉，舊金山市更將於本(102)11 月 5

日辦理該市之市政選舉，有關不在籍投票逐步推動過程，改革面臨挑戰、實施現況、

配套措施、選後檢討及後續實施選舉辦理情形等，均有值得我國參考借鏡之處。適逢

我國刻正推動將不在籍投票制度之移轉投票方式納入總統副總統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及公民投票法規範之修法階段，爰辦理此次赴加州(舊金山市)考察有關不在籍投票

相關規範及實施情形，以作為我國不在籍投票制度賡續發展規劃及檢討改進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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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過程 

   本次赴美考察團自 102 年 8 月 24 日啟程，自臺北搭機前往美國加州州政府及舊金

山市政府進行考察，再由美國搭機返國，有關行程委請外交部駐舊金山經濟及文化辦

事處接洽安排，於 8 月 31 日返抵國門，合計 8 日。 

    茲將考察團行程及活動依考察時間，先後擇要臚列如次 

一、 拜會駐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副處長蔡強華先生就本次考察事宜交換

意見。 

二、 拜會加州州政府，與首席副州務卿 Evan L.Goldberg 先生進行訪談，並廣泛交換

意見。 

三、 拜會亞洲法律聯合會(Asia Law Caucus)，與律師 Carolyn Hsu 小姐進行訪談，並廣

泛交換意見。 

四、 拜會舊金山市選務局，與副局長 Evan Kirk 先生及投票外展部之 Jill Fox、Carol Lao

小姐進行訪談，並廣泛交換意見。 

五、 拜會舊金山市選舉委員會，與委員 Richard Matthews 進行訪談，並廣泛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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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察重點 

一、加州選務機關之組織與職掌 

  (一)州層級 

州務卿是加州的首席選舉官，其主要職責1包括 

1. 制訂選舉法，並監督選舉法有效執行。 

2. 要求市(郡)選舉官員就其管轄範圍內之選舉事務進行報告。 

3. 決定可使用之電子投票機器。 

4. 查察選舉法是否未被市(郡)選舉官員執行，除將違反事項通知州總檢察長或

地方檢察長，並協助市(郡)選舉官員履行其職責。為確定是否發生違反選舉

法情形，審查已投選票、未投選票、損壞選票、註銷選票、計票之電腦程

式、郵寄投票之回郵信封和申請書以及選舉法第 14432 條所規定的選舉用

品，並檢查市(郡)選舉官員做決定之相關記錄。 

5. 制定選舉法施行細則，以確保選舉法的運作與執行一致性。 

6. 彙計各市(郡)選舉官員報告之公職選舉與公民投票案之結果，填製投票結果

報告，並立刻對外公開。 

7. 於選舉後 120 天內，彙整投票結果補充報告，計載總統、州長、聯邦參議員

之每位候選人以及每個全州性公民投票案在各縣、市、州眾議員選舉區、

州參議員選舉區、國會選舉區、國會選舉區、監督委員會選舉區之得票數。

補充報告並應提供州內任一選舉人索取。 

加州州務卿辦公室組織架構圖，如附錄 1。 

 (二)地方層級 

加州下轄 58 個市(郡)之選舉官員負責辦理選舉，選舉官員指的是任何負責選舉

之市書記、郡書記、選民登記員以及選務監督人員2。地方選舉官員，其主要

職責包括 

                                                 
1
 加州政府法典第 12172.5 條、第 15500 條、第 15502 條 

2
 加州選舉法第 32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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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全市(郡)劃分數個投票區，並製作投票區之詳細地圖及界線說明，或以上二

者同時製作3。 

2. 設置與提供辦理登記或投票之場所4。 

3. 指派投票站委員會成員，必要時並得指派或替換投票站委員會成員5。 

4. 維持並複製選民登記紀錄6。 

5. 製作選民登記報告7。 

6. 將不合資格選民移出選民登記名單
8
。 

7. 提供投票站委員會完整、官方之選民登記名單9。 

8. 購置並遞交給投票站委員會有關投票箱、投票設備、 

9. 選舉物品及足夠官方選票等，以符合投票站選民需求10。 

10. 接收各投票站回報之選舉數據，經彙計並定時傳送至州務卿11。 

       以本次拜訪之舊金山市政府為例，其選務單位主要為選務局及選舉委員會。

選務局係負責處理舊金山市轄區內之所有聯邦、州、區與市政選舉。其職權包括

選民登記、舊金山市公職候選人提名及登記事項、選民資料之準備與發放、選票

製作、投票與計票之運作、防止選舉舞弊、發生舞弊與異議情形下進行重新計票。

選務局由局長負責選務部門管理、選民登記以及維持選舉運作之相關事項。局長

係由選舉委員會依符合市憲章公務人員規定之名單中予以指派，任期為 5 年。基

此，選務局局長有向選舉委員會報告之責，選舉委員會並可對選務局局長提出書

面指控及辦理公聽會後予以免職。選務局局長得向市政倫理委員會提出申訴，倫

理委員會必須獨立評估、裁量判斷選舉委員會之證據是否充分做出決定。此外，

在選務局局長任期屆滿前 30 天，選舉委員會可任命下一任局長，任命對象不以現

                                                 
3
 加州選舉法第 12220 條 

4
 加州選舉法第 2103 條、第 12286(a)(3)條 

5
 加州選舉法第 339(a)條、第 12286(a) (4)條、第 12316 條 

6
 加州選舉法第 2180-2185 條 

7
 加州選舉法第 2187 條 

8
 加州選舉法第 2201 條 

9
 加州選舉法第 2189 條 

10
 加州選舉法第 13300 條、第 14102 條、第 14105 條、第 14112 條、第 14113 條 

11
 加州選舉法第 15503 條、第 15151 條、第 1530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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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局長為限。另根據市憲章公務人員規定，局長有指派及免除選務局相關人員之

權力12。 

    至於舊金山市選舉委員會之成立，係 2001 年時經舊金山市民以公民投票提

案方式通過，修正市憲章規定以設立選舉委員會，其職掌包括：13 

1. 監督舊金山市選務局辦理之所有聯邦、州、區與市政選舉。 

2. 制定政策及監督選務局適當執行。 

3. 同意選務局每次選舉前提出有關執行細節、程序以及人事之相關計畫，並於

事後評估該計畫是否有效落實該次選舉之公平、自由及執行成效。 

    選舉委員會之成員共計 7 位，任期為 5 年，最多以連任 1 次為限。擔任委員

之任期如超過任期之一半，即視為 1 任。如於任期未滿一半之期間辭職，除非已

達退職期間，否則亦視為擔任 1 任。其第一屆委員之組成方式、任期交錯期間及

所需背景如下14： 

1. 市長指派 1 位，任期至 2003 年，具備選舉流程背景。 

2. 市議會指派 1 位，任期至 2004 年 1 月 1 日，具一般大眾廣泛代表性。 

3. 市檢察長指派 1 位，任期至 2005 年 1 月 1 日，具備選舉法背景。 

4. 公設辯護人指派 1 位，任期至 2006 年 1 月 1 日，具一般大眾廣泛代表性。 

5. 估值-記錄官指派 1 位，任期至 2004 年 1 月 1 日，具備財政管理背景。 

6. 地區檢察長指派 1 位，任期至 2007 年 1 月 1 日，具一般大眾廣泛代表性。 

7. 舊金山聯合學區教育委員會指派 1 位，任期至 2003 年 1 月 1 日，具一般大眾

廣泛代表性。 

二、不在籍投票相關規範 

    依加州選舉法第 300 條規定，其所稱不在籍投票之法定用詞，過去曾使用

absentee voting 一詞，其定義係指選舉人未於選舉日至投票所投票時之其他投票

方式，惟目前已修正為 vote-by-Mail voting，亦即郵寄投票。簡而言之，加州現

                                                 
12
 舊金山市市憲章第 3 章選舉第 13.103.5 節第 1 項 

13
 舊金山市市憲章第 3 章選舉第 13.103.5 節第 1 項 

14
 舊金山市市憲章第 3 章選舉第 13.103.5 節第 2 項、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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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規範替代選舉日於投票所之其他投票方式，即係以郵寄投票為規範架構下，

訂定相關條文規定，而在該等條文規範中，進而衍生出一般學術理論所稱之特

殊類型，如提前投票、代理投票等，及選民如原已申請採郵寄投票，但因其他

事由而採行之臨時投票或替換為於選舉日至投票所投票等不同態樣，謹介紹相

關規範及實務情形分別介紹如下。 

(一)不須辦理申請之郵寄投票 

  1.任何地方選舉、特別選舉或合併舉辦之選舉，若符合下列條件，得全部採郵寄投 

票方式辦理選舉： 

 （1）選舉之地方主管機關同意以郵寄投票方式辦理選舉。 

  (2) 依據第 1500 條規定日期辦理之選舉15。 

 （3）該次選舉有下列條件之一： 

 a.經登記為選民資格者不超過 1,000 人。 

 b.係一市、縣，或特別區，為徵收徵收特別稅，或限制稅收支出特別條款，或二

者同時提供公民投票之選舉，而其市、縣，或特別區書記於上次向州務卿報

告知各該地區已登記之選民不超過 5,000 人。 

 c.係依據水利法第 12944.5 條發行一般水利債券之選舉。 

 d.係依據 1977 年州法規第 527 章第 122 條，即一般稱為蒙特利半島水利管理區  

   法之規定，為選舉蒙特利半島水利管理區之理事而辦理之選舉。    

 e.係依據水利法第 13416 條和第 13417 條規定，舉辦有關阿利梭水利管理機構  

或其分支機構之選舉。      

 f.係依據水利法第 13416 條和第 13417 條規定，舉辦有關聖哈辛托山區水利研究 

  機構之選舉。 

 g.係依據水利法第 13416 條和第 13417 條規定，舉辦有關聖洛倫索谷水區水利  

   管理機構之選舉。 

h.依據加州憲法第十三條 C(選民批准地方稅收)或 D(評估與地產相關的稅費改

                                                 
15

 第 1500 條係規定郵寄投票選舉之日期，包括每年 5 月第一個星期一之後的第一個星期二；每偶數

年 3 月的第一個星期一之後的第一個星期二；每年 8 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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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規定辦理之評估投票選舉。當根據本條進行全部郵寄投票程序時，適用

下列規定：（a）該程序應稱為“評估”，而不是“選舉”。（b）選票應稱為

“評估選票”。  

  2.Yolo 縣自 2012 年至 2017 年止，如符合下列條件，可辦理 3 次全部 

郵寄投票之地方選舉： 

（1） 市、縣、區的主管機關通過決議，授權已全部郵寄選票方式辦理選舉，並在

選舉日至少 88 天前，向州務卿通知意圖進行郵寄選票選舉。 

（2） 選舉日期不得與全州性初選或大選，或與其他未以全部郵寄投票方式之管轄

區域重疊之選舉合併辦理。 

（3）不得為填補空缺州公職、議會或國會議會職缺之特別選舉。 

(4)（A）每個市至少提供一個郵寄選票投放站，並在選舉日期前 28 天上班時間內 

        接受選民投放投郵寄選票，直至選舉日晚上 8 點為止。  

  （B）每個市至少提供一個投票站，供選民沒有收到他們的選票在郵件或任何 

       其他原因需要更換選票，得在選舉日上午七時至晚上八時申請另外一張選 

       票。市、縣或區，選舉官員基於其裁量權，可提供額外的郵寄選票投放站 

       或選舉日投票站的地方。 

（5）提供每個選民使用和送回郵寄選票之必須物品，包括送回郵寄選 

票且已附郵資之回郵信封。 

（6） 選舉日投票站之地點、投票設備等，應便利殘障人士投票，確保其能適當投

票之參與、獨立、秘密性。 選票投放站應位在安全的公共建築物，並包含

一個安全投票箱，且如同選舉日投票站之設置，便利無障礙殘障人士投票

需求。 

（7） 根據本條辦理之全部郵寄選舉不得超過三次。 

  3.區選舉 

經區主管機關決議，得全部以郵寄投票辦理選舉，不另設投票所。該全部

郵寄投票之選舉應依加州選舉法第 1500 條規定之日期或選舉法第 1000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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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既定之選舉投票日期以外期間辦理16。全部以郵寄投票辦理之區第一次普

選，應於選舉票印上將來所有區普選應否以郵寄投票辦理之問題，並印上空格

供選舉人表示是或否。如果過半數選舉人贊成郵寄投票，將來之區普選應以郵

寄投票辦理。如果選舉人反對郵寄投票辦理，同樣問題得經主管委員會通過決

議，或經區之百分之十以上選舉人依規定向主管委員會提出連署方式，於下次

區普選再次提出。 

4. 人口在 10 萬以下之市或是學區、特別區選舉，如符合以下條件，得採全部郵寄

投票方式辦理選舉： 

（1）市議會或學區、特別區之主管機關通過決議，授權使用全部郵寄投票。 

  （2）為填補市議會或學區、特別區之主管機關成員出缺之補缺選舉。 

  （3）補缺選舉不得於全州性初選或大選同日舉行。 

  （4）補缺選舉不與任何其他選舉合併辦理。 

  5.郵寄投票區 

   在任何選舉辦理時，若該投票區登記之選民少於 250 人的投票區，得被指定為「郵

寄投票區」，亦即選舉單位將不會於選舉日於該投票區設立投票所。但依法規規

定，不得因此將投票區劃分以適用此規定。以舊金山市政府辦理本次市政選舉，

總共設有 412 個投票區，其中有 20 個為郵寄投票區。依其實務作業，在每次選

舉前大約 4 週時，選務局會將一份正式選票和郵資已付的回郵信封主動寄給郵寄

投票區的所有選民，郵寄投票區之所有選民毋須再行辦理申請郵寄投票之程序。

但為了方便那些希望將其郵寄選票親自交到投票站之選民，選務局會將郵寄選票

以及離其郵寄投票區最近的兩個投票站地址資料提供給選民，俾利選民親自將郵

寄選票遞送到投票站。 

(二)需辦理申請之郵寄投票(vote-by-mail) 

1. 適用對象 

                                                 
16
 第 1500 條規定之日期，請參照註 15；第 1000 條規定每年既定選舉日期，係指偶數年 4 月第二個星

期二；奇數年 3 月第一個星期一之後的第一個星期二；每年 6 月第一個星期一之後的第一個星期二；

每年 11 月第一個星期一後的第一個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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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實行最早於 1920 年即採行所謂缺席投票，而至 1978 年、2002 年後隨著選

舉法修正，更如上所稱，正式定名為郵寄投票，其發展及其適用對象逐步放寬： 

 (1)1920 年-1977 年：僅限具選舉人資格17並經登記之選民(以下簡稱選民)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喪失一肢或雙肢、或喪失一肢或雙肢之行動能力之人員；喪失單

手或雙手、或喪失一肢或雙肢之行動能力之人員；非靠殘障或輔助器材如拐

杖、輪椅等，無法活動之人員；眼盲或有肺病、心臟病之人員；經診斷之某

種疾病嚴重影響行動能力之人員等，得於該次選舉前申請郵寄投票。 

 (2)1978 年-2001 年： 

    a.申請郵寄投票：任何選民，不需提出任何理由即得於該次選舉前申請郵寄投票。 

    b.永久郵寄投票選民：亦即上開 1977 年所規定因殘障、疾病等行動不便之選民，

得申請成為永久郵寄投票選民。具永久郵寄投票資格之選民在未來的全部選舉

中將自動收到選票，毋須於每次選舉前申請郵寄投票。 

   (3)2002 年-迄今：任何選民，不需任何理由得於每次選舉前申請郵寄投票，亦得申

請成為永久郵寄投票選民。換言之，任何具選舉權之人在辦理選民登記時，亦

同時得申請登記成為永久郵寄投票選民18，其選民登記表上(如附錄 2)欄位 15

即得供選民申請永久郵寄投票。另外為保障具特殊郵寄投票選民之人，包括服

役軍人(陸軍、海軍、空軍、海軍陸戰隊、海岸警衛隊)或其他軍隊服務機構(公

共衛生服務局或國家海洋和大氣總署現役人員)；上述軍事機構之人員與配

偶；商船船員；或暫時居住在美國境外的普通美國公民
19
之投票權，其得以填

寫聯邦明信片申請表(如附錄 3)，將被視為同時辦理選民登記宣誓及成為永久

                                                 
17 依加州憲法第 2 條第 2 項及加州選舉法第 1 條規定，具選舉權資格須為美國公民、加州居民、選舉

日當天或之前年滿 18 歲、沒有因為犯重罪正在監獄服刑或處於假釋狀態，且未被法院裁定為心智

上無行為能力，並於選舉日 15 天前辦理選民登記，始具選民資格。換言之，如果屬於輕罪在縣立

監獄服刑、假釋期間或監督釋放；重罪判決被暫停；某項重罪的聯邦或州假釋期間；或已服完重罪

刑期，包括假釋期、釋放後的社區監督、強制監督；或是重罪的監督釋放。有上述情形之人都可辦

理選民登記。 
18
 加州選舉法 3201 條 

19
 加州選舉法 3103.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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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寄投票選民20。任何列入永久郵寄投票名單的選民都將持續保留在該名單

中，並在其選區舉行之每次選舉前收到郵寄選票。如果選民連續兩次在全州範

圍的普選中沒有把選票寄回，其姓名將從永久郵寄投票選民名單中刪除。但仍

可重新申請成為永久郵寄投票選舉人21。         

  2.申請期間 

      申請郵寄投票期間，依加州選舉法規定，係於選舉日前 29 天至選舉日前 7

天之期間
22
。假如該申請表是在選舉日前 29 天之前寄出並被市(郡)選舉官員收到，

將被保留至申請期間再行處理。 

      但於前述法定申請郵寄投票之期間截止後，選民如於選舉日前 6 天至選舉日

前 1 天因患病或殘障，或認為無法在選舉日前往投票地投票，可以授權任何人填

寫緊急郵寄投票申請表，以便索取郵寄選票。此外，特殊郵寄投票選民得於選舉

日前 60 天即得申請郵寄選票；於郵寄投票申請期限後回到居住地23或於選舉日前

6 天至選舉日前 1 天下午 5 前之前被召回服務單位時
24
，亦得申請郵寄投票，不受

前項申請期間之限制。 

      以本(102)年度舊金山市政府預定於 11 月 5 日辦理之市政選舉為例，選民於

10 月 7 日至 10 月 29 日之期間即得申請郵寄投票，如有上述特殊情形時，至遲亦

得於選舉日前一天，即 11 月 4 日申請緊急郵寄選票或其他郵寄投票。 

  3.申請方式及所需書表 

    選民申請郵寄選票，依加州選舉法規定採書面形式申請即可，其只需填寫與

選民登記表相同之姓名、居住地址、選舉票之郵寄地址(如與居住地址不同)、本

人簽名、申請郵寄選票之選舉種類和日期等，即可向其居住地之市(郡)選舉官員

申請郵寄投票。但加州選舉法規定州務卿應製作制式表格(如附錄 4)，該表格應留

                                                 
20
 加州選舉法 3104 條 

21
 加州選舉法 3206 條 

22
 加州選舉法 3202 條 

23
 加州選舉法 3109 條 

24
 加州選舉法 3110 條 



 

  12 

空格供申請人填寫上開資料25。 該申請表並應印製下列資訊，你有權利以郵寄或

直接遞送缺席投票選舉申請表給你的市(郡)選舉官員。將本申請表交給縣立選舉

官員以外的任何人，可能造成延遲而妨礙您的投票26，俾提醒申請人知悉；另應

附帶說明，讓選舉人明瞭成為永久郵寄投票之程序及申請之依據27，俾利選民申

請成為永久郵寄投票選民。 

    此外，州務卿也提供電子檔制式申請表分配及供下載使用，該電子檔申請表

除載明上述申請者應填寫資料外，並載明只有登記之選民本人才能申請郵寄選

票。由其他人代替登記選民申請郵寄選票是犯罪行為；此外，申請表上載明申請

表資料填寫不明確或不確實，郵寄選票將不會寄送。除非該制式申請表上之適當

欄位已完全填寫完畢，否則該申請表不允許以電子方式傳送28。 

    該制式申請表之製作，係規定州務卿應分送相關選舉官員。所有欲分發郵寄

選票申請表與選民之個人、團體或組織，應照此統一格式辦理。該個人、團體或

組織得將選民於辦理選民登記時之姓名、居住地址以及申請郵寄選票之選舉種

類、日期先行印製，但選票寄送地址及人簽名應由選民親自填寫29。此外，市(郡)

選舉官員如備有市(郡)之制式申請表格，則無需照州務卿之制式申請表格30。依實

務作業，負責分發郵寄選票申請表之個人、團體或組織，如係分發超過一個以上

之市(郡)轄區郵寄投票申請表給選民，須採用州務卿統一制作之制室申請表；如

分發單一市(郡)轄區之郵寄投票申請表給選民，則須先洽詢該市(郡)選舉官員。 

    市(郡)選舉官員亦可以提供選民以網路方式申請郵寄選票。該申請表可以讓

選民在選務局網站以線上方式填寫申請表，而不是提供電子檔下載使用。選民只

需透過選務局網站填寫資料，並透過選務局安全之網際網路直接傳送給選舉官

員。基此，選舉官員應盡力維持該申請資訊之安全性31。 

                                                 
25
 加州選舉法第 3006(a)條 

26
 加州選舉法第 3006 條。 

27
 加州選舉法 3006(d)條 

28
 加州選舉法 3007.5 條 

29
 加州選舉法 3006 (b)(1)條 

30
 加州選舉法 3007 條 

31
 加州選舉法 3007.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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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書面、制式表格或以電子檔申請表、線上申請之郵寄選票寄送地址，

上開選票寄送地址不得為政黨、競選總部或公職候選人之地址。但如果是候選人

配偶、家庭成員或與任何人共享候選人地址之人，得以該地址為申請郵寄選票之

送達地址32。另外，郵寄選票申請表如係由個人、團體或組織代為分發，得先行

印製選民登記表所列的選民姓名和住家地址、申請缺席投票之選票的選舉名稱和

日期、授權分發申請表的個人、團體或組織的姓名／名稱、地址和電話號碼，否

則將不予受理。 

    另外，如本年度舊金山市辦理之市政選舉，亦提供該次選舉之郵寄投票申請

表電子檔格式(附錄 5)，並附錄於選民資料手冊內(附錄 6)，以及申請成為永久郵

寄投票選民表格(附錄 7)。舊金山市選民目前辦理申請郵寄投票，依實務運作情

形，亦得至選務局官方網站或其建置之臉書頁面下載申請表並填寫完畢後，以親

送、郵寄或線上方式傳送至選務人員處理。 

  4.申請表審查 

    選舉官員於收到選民提出郵寄投票申請表後，應核對郵寄投票申請表上之選

民簽名與住址，是否與其辦理選民登記申請表上之簽名、居住地址一致。選舉官

員亦得於收到所選民寄回之郵寄選票後始核對選舉人簽名，但應於郵寄選票計票

前先行核對選舉人之簽名33。如經核定申請人具有郵寄投票資格，選舉官員應將

選舉票郵寄或親自送達34。 

    選舉官員如認為申請表未記載選舉法第 3001 條或第 3006 條規定之所有資

料，或有其他瑕疵，而選舉官員能確定選舉人住址時，應於收到申請表後一工作

日內，將選舉票及附帶通知寄交該郵寄投票之申請人。該通知應告知該申請人，

除非在其本人所圈選之郵寄選票送達選舉官員前，向選舉官員補正申請表上所遺

漏資料或瑕疵，否則其圈選之選票將不予計算。通知書上應說明申請表上應補其

                                                 
32
 加州選舉法 3006 (b) (2)條 

33
 加州選舉法第 3009(a)條 

34
 加州選舉法第 3007.7(b)、第 3009(b)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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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料與瑕疵，以及補救之方式35。 

    但選舉官員如係收到選民線上申請郵寄投票申請書時，如認為申請表未包含

所有資料，或有其他瑕疵，而選舉官員能確定選舉人住址時，選舉官員不會寄送

郵寄選票給選民，而是郵寄通知申請書之瑕疵。該通知應具體說明申請書所需填

載資料或瑕疵理由，並敘明補救瑕疵之必要程序36。 

  5.分送郵寄選票及相關資料   

    選舉官員應分送每位符合申請郵寄投票程序及規定選民之選舉票及相關資

料。如為初選，應發給申請人所屬黨籍之選舉票，或適當之非政黨選舉票；以及

圈選及寄回郵寄選票之所有必備物品，包括郵寄選票之回郵信封。選舉官員提供

該項服務不得收取任何服務費37。 

    針對特殊郵寄投票選民，選舉官員得要求其提供電子郵件位址。提供電子郵

件位址給選舉官員之服役軍人或海外公民，得自該申請日至該年度 12 月 31 日期

間之各種選舉選票或指定一定期間之選票以電子傳遞方式，得以電子郵件方式傳

遞。服役軍人或海外公民如有資格在初選時以電子郵件方式收到選舉票，也能夠

在大選時以電子郵件方式收到選舉票38。 

    有關郵寄選票之回郵信封格式，應記載事項下列事項39 

a. 於願受偽證罪處罰條件下，具結聲明選民居住於行使選舉權之投票區，以及

信封之姓名為其本人無誤。 

b. 選民之簽名及選舉人於登記申請表上登記之住址。 

c. 選民簽名之日期。 

d. 提示信封內裝有郵寄選票，以及信封需由計票委員會拆封之通知。 

e. 以戳章蓋上或印製方式印上，重複投兩次票為犯罪行為之犯罪行為之警告文

字。 

                                                 
35
 加州選舉法第 3009(c)條 

36
 加州選舉法第 3007.7 (c)條 

37
 加州選舉法第 3010 條 

38
 加州選舉法第 3120 條 

39
 加州選舉法第 3011(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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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以戳章蓋上或印製方式印上，選民需於信封上親筆簽名，該選票始被計算之

警告文字。 

g. 根據選舉法第 3017 條規定，選民授權相關人員將郵寄選票送回之姓名。 

h. 被授權送回郵寄選票之人員與選民之關係。 

i. 被授權送回郵寄選票之人員之簽名。 

除辦理具政黨職位屬性之公職人員選舉之初選外，不論其他法律規定，均不

得將選民所屬黨籍以戳章蓋上或印製方式印置於回郵信封
40
。 

由於郵寄選票之分送給選民起始時間，係配合上開法定申請期間進行，以本

次舊金山市市政選舉之郵寄選票分送時間，即係於 10 月 7 日起；但對於特殊郵

寄投票選民，則配合其申請時間係於選舉日前 60 日，故必須於 9 月 6 日即開始

寄送，且至遲應於 9 月 21 日完成分送。又其提供之郵寄選票及回郵信封之樣式，

如附錄 8-1、8-2、附錄 9。又本次市政選舉截至 11 月 12 日統計數字，舊金山選

務局已分發 238,895 張郵寄選票，其中 228,533 張為永久郵寄投票選民；5,588 張

為特殊郵寄投票選民；4,774 張為申請單次郵寄投票選民，分發郵寄選票總數已

佔登記選民數(440,033)之百分之五十四。 

  6.投遞方式及期限 

採郵寄投票之選民應將圈選後之選票置入回郵信封，並載明信封上應記載事

項後，以郵寄或親自遞送給選舉官員，也可以在選舉日市(郡)轄內之任一投票所

投遞。但申請郵寄選票之選民，如因為疾病或殘障無法送回郵寄選票，亦可以指

定配偶、子女、祖父母、孫子女或兄弟姊妹，或與申請人共同居住者代為將選票

送交予選舉官員或選舉日市(郡)轄內任何一個投票所；申請緊急郵寄投票之選

民，則由本人或得委託任何人將選票送交選舉官員或選舉日之縣內任何一個投票

所。 

至於特殊缺席選票之人員，往往因服役或在美國國外無法以郵寄方式送回選

票時，得以傳真方式送回郵寄選票影本、回郵信封影本以及宣誓放棄選票秘密性

                                                 
40
 加州選舉法第 3011(b)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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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選民宣誓書。儘管如此，加州選舉法仍規定接受該傳真之郵寄選票之選舉官員

應盡量能維持選票秘密性；另一方面亦規定，如果特殊郵寄選票之選民能在確定

選票能及時送達情形時，應盡量以郵寄方式遞送為宜41。  

選民之郵寄選票除上述規定遞送方式外，不能被一般目的性委員會、中央委

員會、獨立支出委員會、政黨、候選人競選委員會、其他有個人指定之團體或組

織目的之志願工作者代為投遞選票。但如果係候選人或其配偶之郵寄選票之遞送

則不受限制。但不管採用哪種投遞方式，都必須在選舉日投票所關閉前將選票送

達至選舉官員或選舉日之縣內任何一個投票所。選舉官員應建立保密程序，以確

保送回投票所之選票秘密性。 

如本次舊金山市市政選舉選民如欲採郵寄投票方式(如附錄 10)，可將圈選後

之選票放置於回郵信封內，於信封上載明選民登記時之姓名、居住地址及日期，

並簽名後，以郵寄方式寄送至選務局於市政廳 48 室之辦公室，或親送至市政廳 3

個入口處所設之郵寄選票投票箱。另外，特殊郵寄投票之選民部分如欲以郵寄方

式遞送一份通過傳真或電郵方式獲得之選票(如附錄 11)，必須先準備 2 個空白回

郵信封，第一個空白信封需填寫下列資料，vote-by-mail enclosed、姓名、登記投

票時所用地址、海外郵寄地址及簽名，裝入圈選後之選票，以及在郵寄投票鑑定

信封副本上簽名後，併同裝入第二個空白信封予以密封後，需於第二個信封外註

明 vote-by-mail enclosed 以及選務局於市政廳 48 室之地址後寄回。至如需採傳真方

式遞交選票(如附錄 12)，則要求其填妥傳真投票宣誓書(如附錄 13)，該宣誓書包

括選民如下誓言：「我明白當使用傳真遞交我的選票時，我已經將放棄將我的選

票保密的權利。然而我明白，與其他郵寄投票選民一樣，我的簽名，無論是在選

民宣誓表格或我的回郵信封，將被永久與選票分開，其隱私將在製表過程開始與

其後失效之」，並填寫登記投票時所用姓名、地址、海外郵寄地址、日期等資料，

併同填寫完郵寄投票回郵信封副本之簽名以及圈選好之郵寄選票等，以傳真方式

傳遞至選務局。 

                                                 
41 加州選舉法第 310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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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採上開何種方式遞送郵寄選票，依規定至遲均須於選舉日投票所關閉

前遞送或傳送至選務局或任何一個投票站。至於郵戳日期雖在選舉日前，但於選

舉日投票所關閉後始送達者，則將不予納入計票。以本次舊金山市市政選舉為

例，郵寄選票需於 11 月 5 日晚上 8 點投票所關閉前，送至選舉官員辦公室或任

何一個投票站，始得被納入計票。又本次市政選舉截至 11 月 12 日統計數字，舊

金山市選民已送回郵寄選票計 89,931 張，其中 85,919 張為永久郵寄投票選民；437

張為特殊郵寄投票選民；3,575 張為申請單次郵寄投票選民，已送回郵寄選票總

數佔分發郵寄選票數(238,895)之百分之三十八。  

  7.選票處理 

依加州選舉法規定，市(郡)選舉官員得於選舉前 29 天開始處理郵寄選票，該

處理程序包括驗證回郵信封選民之簽名，並更新選民歷史記錄42。但具有電腦設

備的市(郡)選舉官員得於選舉前 7 天開始處理郵寄選票。處理郵寄選票程序包括

打開郵寄選票回郵信封，從信封內取出郵寄選票，複製任何損壞的選票，準備讓

機器讀取選票，或讓機器進行讀取。但不論在任何情況，計票工作必須選舉日下

午 8 點才得開始。所有其他市(郡)選舉官員應於選舉前一天下午 5 時開始處理郵

寄選票。郵寄投票之選舉結果，不得於選舉日投票所關閉前發布43。 

    不論在選舉日前或後處理郵寄選票回郵信封，以及郵寄選票的處理與計票，

應對公眾公開。選舉官員應於處理郵寄選票之 48 小時前，將有關處理、計算郵

寄選票之日期、時間、及地點公告於選舉觀察人員及公眾
44
。市(郡)觀察選舉之成

員，應至少有共和黨中央委員會委員，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任何其他在選

票上有提名候選人之政黨成員，以及任何其他有利害關係的組織成員。觀察選舉

成員可以觀察與質疑郵寄選票處理程序，包括郵寄選舉回郵信封之處理、選票計

算和儲存方式45。 

                                                 
42
 加州選舉法第 15100 條 

43
 加州選舉法第 15101 條 

44
 加州選舉法第 15104 條 

45
 加州選舉法第 1510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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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開和處理郵寄選票信封前，選舉官員應公布郵寄選票選民名單，以供公

眾檢視，從而據以提出異議。異議的原因可能跟對在選舉日投票站要進行投票之

選民提出之異議相同，包括選舉人非選民名單上之成員、選舉人非該投票區居

民、選舉人非美國人、選舉人已於投票日投票、選舉人因犯重罪尚在假釋中等情

形。除此之外，計票之異議，亦得於郵寄選票未於本法規定期限內寄回，或因郵

寄選民係屬犯重罪而入獄服刑。所有異議的提出，都應回郵信封打開之前提出。

由於計票時郵寄投票之選民不在場，因此提出異議者應負舉證之責
46
。 

選舉官員於收到郵寄選票後，應核對回郵信封之簽名與選舉人登記申請表上

之簽名，然後將仍密封於信封內之選舉票放置於辦公室之選舉票箱。選舉人之簽

名如因首名或中間名字，或者二者之字母縮寫不一致而有所差異，該選舉票不得

視為無效。選舉票如因核對信封上之簽名而不予處理，選舉票之信封不得拆開，

信封內之選舉票亦不得予以計票，信封正面應寫上不予處理之理由。假如選舉官

員先前已經核對郵寄選票申請表與選舉人登記申請表上之簽名，可採郵寄選票申

請表之簽名作為與回郵信封之簽名進行本條規定之核對工作47。郵寄選票要在進

行選票計算時，才能從回郵信封內取出。回郵信封拆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不處

理郵寄選票。 

    對郵寄選票異議如果不成立，計票委員會應打開回郵信封，避免汙損或損毀

選舉人資料及選票，在不看郵寄選票內容下移出選票，並銷毀選舉票上之編號標

籤，將選舉票放置於安全地方
48
。對郵寄選票異議如果成立，計票委員會應於郵

寄選舉回郵信封正面記下異議之理由49。 

以本次舊金山市市政選舉，選務局對於選民送回市政廳 48 室之郵寄選票處

理方式，因該縣為具中央電腦計票系統，因此開始處理郵寄選票之時間係於選舉

日前 7 天前，即 10 月 29 日於市政廳 59 室內，由選務人員將收到之郵寄選票分別

                                                 
46
 加州選舉法第 15106 條 

47
 加州選舉法第 3019 條 

48
 加州選舉法第 15107 條 

49
 加州選舉法第 1510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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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投票站號碼順序分類後，藉選票撿選器掃描信封上的條碼以對應郵寄選民之

收執之選票收據，選民可連結至選務局網站(http://sfelections.org/tools/vbmstatus/)查

詢郵寄選票是否已被收到(如附錄 14)；選務局組成之計票委員會人員則可藉此連

結至選民登記資料庫，比對回郵信封上之簽名與選民登記表上之簽名影像檔案是

否符合。如符合，則將選票從回郵信封移出，並送至中央電腦室以光學掃描機器

(如附錄 15)統計票數。但計票之結果， 由於依加州選舉法規定，在投票所關閉前，

不得對外公布。因此一般而言，選務局於選舉日投票所關閉後進行半正式計票，

並於 8 時 30 分接受各投票所開票之計票數據時，其第一批計票數據資料，即係

於晚上 8 時 45 分報告選務局在選舉投票日之前收到的郵寄選票統計結果。至於

選舉日當晚才送至轄內各選舉投票站之郵寄選票，將由副警長先行彙整送至舊金

山市選務局於 49 號碼頭之選舉處理中心保管，至選舉日後一天才移送至選務局，

並依上開同樣方式進行處理及計票作業，選務局並於選舉日後每日約下午 4 時公

佈所處理剩餘郵寄投票、臨時投票之計票結果，選務局將在不遲於 11 月 29 日對

本次市政選舉之最終結果進行確認。 

該市上開處理郵寄選票之程序均對外公開，並將處理郵寄選票之日期、時間

及地點公告周知，除接受包括共和黨中央委員會委員，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委員，

和任何其他在選票上有提名候選人之政黨成員，以及任何其他有利害關係的組織

成員等觀察整個郵寄選票處理流程外，亦開放給一般大眾、新聞媒體等申請為觀

察人員。又該市選務局並於處理郵寄選票 59 室內及鄰近 59 室走廊設有監視器，

並連結至網路，一般選民均可透過上網方式觀看郵寄選票分類、開封及將選票從

回郵信封抽出之處理情形。 

又本次市政選舉截至 11 月 6 日統計數字，郵寄選票經查核檢事後納入計算

計 85,332 張，佔已送回郵寄選票(89,931)百分之九十五；佔已投選票(含選舉日投

票)數(124,840)百分之六十八。 

(三)提前投票 

     依加州選舉法規定，所謂提前投票，係規範於郵寄投票規範中章節第 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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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依該條規定，採取郵寄投票之選民得於選舉日投票所關閉前，至選舉官員

辦公處投票。郵寄投票選舉人應於選舉官員面前，或圈票遮屏內圈選選票。無

論採何種方式，不得有人窺伺其圈選選票。選舉官員得提供投票機器，以供郵

寄選票人投放選票。為達規範目的，選舉官員應提供足夠設備以涵蓋該次選舉

中之所有投票種類。 

     為達本條規範目的，同條並規範選舉官員並得設置提前投票之衛星投票

所。衛星投票站之設置應該由選舉官員以一般新聞方式公告周知。該項告知應

不遲於在該衛星投票站進行提前投票之 14 天前。如果是在緊急狀況或災害等

情況下，得於在該衛星投票站進行提前投票之 48 小時前公告周知。該通告應

告知有關衛星投票站地點、開放日期及時間，以及提供電話諮詢服務，便利選

民詢問有關郵寄投票與衛星投票站之事宜。在衛星投票站進行郵寄投票之選

民，應將該郵寄選票放入前述鑑定信封內後，投入安全之選票箱。但假如選舉

官員有採用電子投票設備，可將郵寄選票投遞於電子投票設備內。 

     就歷次選舉實務作業，舊金山市選務局均規劃於市政廳 48 室外辦理提前

投票，其開放期間均為選舉日前 29 天前至選日前一天之早上 8 點至下午 5 點，

以及選舉日前兩個星期六、日之早上 10 點至下午 4 點。本次舊金山市市政選

舉欲採提前投票之選民，即得於 10 月 7 日至 11 月 5 日早上 8 點至下午 5 點，

以及 10 月 26－27 日和 11 月 2－3 日上午 10 時到下午 4 時至市政廳 48 室進行

提前投票。另外，選務局也提供方便殘障人士使用無障礙投票機(如附錄 16)，

其可選擇使用與投票日投票站所設同款式之無障礙投票機。殘障人士可使用觸

摸屏進行選票選擇，並於投下選票之前在紙質記錄上複查自己的選擇。該機器

備有耳機和帶有凸起盲文的手持鍵盤，幫助有視覺或行動障礙或有其他特殊需

要的選民在隱私得到保障的情況下獨立投票。選民可使用觸摸屏或語音選票功

能投票。按照州務卿的規定，無障礙投票機的選票將會被轉移到紙質的選票

上，並於選舉日後在市政廳內被計算。 

     舊金山市選舉務辦理之聯邦、州及地方層級等選舉，過去均在市政廳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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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辦理提前投票，並未另設衛星投票站。但在 2010 年市政選舉時，曾有為

何星期二投票之組織50發起舊金山市公民投票提案-星期六投票法，要求 2011

年 11 月 8 日舊金山市政選舉時，選務局應於投票日之前一個禮拜六，即 2011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上午 7 時至晚上 8 時，將選舉日之投票站設定為衛星投票

站，供選民進行提前投票。星期六投票法之法源依據，除係經公民投票通過而

試辦外，選務局並曾依第 3018 條規定而制定試行計劃。 

     該次星期六提前投票之試行方案，係由選民在原來選舉日之投票站投票。

投票站工作人員將在選民名單核對選民姓名和地址，並讓其簽名後，提供選民

郵寄選票以及回郵信封，選民將圈選完之選票放入回郵信封，並填寫回郵信封

上之姓名、居住地址、日期及簽名後，放入投票站之選票箱。該提前投票之選

票於提前投票所關閉後，由副警長先行彙整送至選務局於 49 號碼頭選舉中心

存放，再於選舉日投票所關閉後送至市政廳之選務局，並比照郵寄選票進行處

理及計票。 

          上開星期六投票法所規定之試行計畫，嗣後雖因該法規定資金須來自民

間募款所得，因未達所需經費而並未辦理，但仍可看出舊金山市選務局辦理

提前投票及後續郵寄選票處理、計票方式。另外，該組織之目的希望能喚醒

美國人對該議題有全國性之討論之理念，也因此逐步發酵。例如本年 4 月加州

州參議員余胤良亦提出加州選舉法第 637 號修正案，基於為提高加州選民投票

率，建議加州選舉法中應增列提前投票章節，亦即將其獨立於郵寄投票章節

另外規範。依其定義，提前投票係指得以本人親自在選舉日或之前，於選舉

官員辦公室或其指定之衛星投票站進行郵寄投票之方式。該草案規定，各市(郡)

                                                 
50
 該組織認為美國 150 年前規定星期二投票，係因為過去係農村生活時代，民眾坐馬及馬車到廣場區

作正式交易，星期二被宣布為正式投票日，便於其抵達投票所且不會影響宗教習俗。然而現行美國

農村人口不到百分之二，仍訂在星期二投票，而其他民主國家多於周末舉行投票，以提高投票率，

美國投票率則為 179 個發展國家中之第 132 名，選民也指出工作、照顧小孩與時間衝突是他們沒在

星期二投票之原因。因此該組織希望改變現況，且先行適用 2011 年市政選舉，只是增加多一天投

票時間，以證明周末投票有效性，並不會有任何損失。又該試行計畫係由係由個人或機構捐款募集

之星期六投票基金支付該日投票站運作開支，不會增加納稅人負擔。故雖亦有反對者認為以現行規

定之郵寄投票、市政廳之提前投票或委託家人等代理投票方式均屬便利，應無再另為規範星期六投

票之必要，但該投票案最後仍獲選民以多數票方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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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官員應於選舉日前 29 天至選舉日之期間至少有一個星期六，開放一個投

票所至少 4 小時之時間讓選民進行提前投票。此雖然仍在修法階段，且亦有持

現行郵寄投票規定已屬便利，是否有再增列此規定必要之反對意見，後續發

展及結果仍有待觀察，但是否進而引起其他州模仿、跟進，應仍有可觀之處。 

(四)代理投票 

        代理投票之投票方式，僅係郵寄投票下之特殊樣態，所應適用之規範與

郵寄投票並無不同，差別之處僅在於郵寄投票申請書選票回郵信封之記載，以

及選務機關分發與選民送回選票之方式有別。亦即申請郵寄投票之選民，如係

於選舉日前 29 天至選舉日前 7 天之期間，得委託他人代為索取郵寄選票，該

被授權之委託人必須是申請人的配偶、子女、祖父母、兒孫或兄弟姊妹，或必

須與申請人住在同一屋內之人，且須年滿 16 歲以上。選民需填寫委託代表領

取郵寄選票授權書(如附錄 17)，在願受偽證罪處罰條件下，於授權書上載明選

民本人姓名及辦理選民登記時之地址及簽名、被委託人姓名及其與委託人之關

係，選舉官員得將郵寄選票給予被授權之人51。依上開規定由授權代表代為索

取之郵寄選票，經選民圈選後並裝入回郵信封，除於回郵信封載明選民姓名、

住址、日期及簽名等資料外，亦需由授權代表於回郵信封上簽名，並應載明與

選民之關係。由授權代表領取之郵寄選票均不得以郵寄方式遞送，而必須由選

民本人或授權代表投遞至選務官員或選舉日轄區內之任一投票所。 

        但如果已逾越郵寄選票之法定申請期間，選舉人如因生病或身體障礙留

在醫院、療養院、診所或家中，致無法到投票所投票；或因現存之建築設備，

使殘障人士無法接近投票所、圈選遮屏、投票機；或因投票當日不在所屬投票

區，致無法到投票所投票時等情形，選舉人得以書面在願受偽證罪處罰條件

下，簽名申請郵寄選票，委託他人於選舉日前 7 天之後索取緊急缺席之郵寄選

票，並授權任何人索取選票及使用此表格。選舉官員應將郵寄選票交給為選舉

人轉交書面申請之授權代表。選舉官員交給授權代表郵寄選票之前，得核對申

                                                 
51
 加州選舉法第 3017(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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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表上之簽名與選舉登記表上之簽名，但在任何情況下均應於計算該郵寄選票

前核對簽名。選舉人應於圈投郵寄選票後，放入回郵信封，將回郵信封填寫並

簽名後，親自或交由授權代表轉交選舉官員或縣內任何一個投票站。52 

       換言之，上開郵寄選票與回郵信封，其由選務機關分發與送回選務機關之

方式，均不得以郵寄方式送回，而必須由選民或其授權之人送回，且必須於選

舉日投票站關閉前送回，始得已被列入計票。 

三、取代不在籍投票之投票方式    

(一)選舉日投票所投票 

    申請郵寄投票之選民，依加州選舉法第 3015 條規定，得將原先收到之郵寄選票

及回郵信封繳回給原居住地之投票所工作人員監察人員，領取正式選票進行投

票。至特殊郵寄投票選民，依加州選舉法第 3018 條規定，如其於選舉日前返回

居住地，且其郵寄選票尚未被寄送回選務官員時，得以簽署授權書方式註銷該郵

寄選票，選舉官員將向投票站委員會發出證明，俾利其確認該特殊郵寄投票選民

有資格於選舉日投票站投票。 

(二)臨時投票 

申請採郵寄投票者，如未收到選票，或選票因毀損、遺失等情形，致未能

於提前投票或於選舉日投票所將其繳回給市郡選舉官員或投票站工作人員時，

得採臨時投票
53
方式進行投票。選民獲得臨時選票及放置臨時選票之信封，該信

封顏色應以不同於郵寄選票之回郵信封顏色印製。選民將圈選後之選票放入臨

時選票信封後，投入選票箱。該臨時選票將依選舉官員指示，送回選舉官員辦

公室。臨時選票之計票方式與郵寄選票相同，選務官員將比對臨時選票信封上

之選民簽名與選民登記表上之簽名是否相符。假如不符合或臨時選票信封未有
                                                 
52
 加州選舉法第 3021 條。 

53
 臨時投票之使用，係加州於 1984 年所採用，其目的一方面是避免符合資格之選民不會因選舉人名冊

因處理過程、電腦作業或其他錯誤原因而被禁止投票；另一方面，亦可使選務官員確保沒有一個選

舉人能在選舉中意圖投兩次票。選民得採臨時投票之情形，除選民已完成登記，但其名字未於選民

名冊上出現、郵寄投票選民未將選票及回郵信封交回選務官員或投票站工作人員外，亦包括選民在

縣內遷居而未於新址重新辦理選民登記等，如加州選舉法第 14218 條、14310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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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簽名，則將不予納入計票54。 

依舊金山市選務局實務運作，其所裝入臨時選票之信封採紅色樣式(如附錄

18)。選民於拿到臨時選票及信封後，在紙質選票圈選並裝入指定信封，於信封

上填寫與辦理選民登記卡上相同之姓名、居住地址，並簽名後，撕下臨時選票

之信封上收執聯作為查詢依據後，將裝好選票之信封放入選票箱，而不將該選

票直接插入光學掃描機器進行儲存。申請郵寄選票之選民可能分別屬於不同居

住地之投票站，故在各個投票站或辦理提前投票之市政廳都會有選民採臨時投

票情形，為辨別選民是否先前已採郵寄投票，故該臨時投票之驗證工作，必須

俟郵寄選票驗證完畢後，再進一步確認該臨時選票是否能被納入計算，因此在

各個投票站投票所所投之臨時選票將於選舉日投票所關閉後先行送至 49號碼頭

存放，至次日再送往市政廳進行處理。而其驗證、計票方式亦與郵寄選票相同，

必須先檢視該裝置臨時選票之信封上簽名與選民登記表之簽名是否相符。如經

選舉官員針對臨時選票外之信封所留選民姓名、地址資料及簽名等確認是否具

選舉資格，臨時選票將被從信封拿出並送至選務局電腦室，以光學掃描設備進

行計票。舊金山市處理臨時選票流程以及所圈選項目是否被列入計票如附錄

1955。 

依加州州務卿網站所示，有關選民同時為郵寄投票與臨時投票時，則採計

郵寄選票；如無寄送郵寄選票，則將臨時選票將予納入計票。 

而依據 2002 年協助美國投票法規範，要求每個州或地方選舉官員必須設置

便利方式以利採臨時投票之選民進行查詢，如提供免付費電話，或在網站上設

置查詢平台，以利其查詢臨時選票是否被納入計算；假如未被納入計算，其原

因為何。以舊金山市選務局為例，已在選務局網站上設置查詢平台

(http://sfelections.org/tools/pvlookup/)，選民只要將其臨時選票信封之收執聯號碼
                                                 
54
 加州選舉法第 14310 條。 

55
 舊金山市選民得採臨時選票方式投票原因，除法定因素外，亦包括選民參與初選投票時，與選民登    

記之政黨傾向不符，或屬未具政黨傾向；選民名單上記載選民需於投票時出示身分證明文件，而未

攜帶相關證明文件。至於臨時選票圈選內容是否被列計，依其舉例，如 Terry Ko 屬於市議員 11 選區

之登記選民，但其於 10 選區領取臨時選票進行圈選，則與 10 選區有關圈選項目將不列入計票，但

其他如全市公民投票議題、州層級候選人之圈選項目則列入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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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入即可進行查詢(如附錄 20)。此外，如選民不便上網查詢，亦可透過專線電

話進行查詢。 

四、處罰規定 

(一)與郵寄投票申請相關之處罰規定 

  1.任何個人、團體或組織，故意分發不符合第 3 篇第 1 章規定之郵寄 

    投票申請表，係屬違規行為56。 

  2.任何人員如有下列故意行為，係屬犯輕罪行為57 

(a)阻撓已填妥之郵寄投票申請表快速送回  

(b)未經選舉人之授權，扣留已填妥之郵寄投票選舉票之申請表超過 3 日(不包括

周末及州定假日)或規定之送回截止期限，以 2 者中較早之日期為準。 

(c)否定郵寄投票選民將已填妥之本人郵寄投票申請表送回主辦選 

   舉之地方選舉官員之權利。 

  3.任何人處理已圈選之缺席投票之選舉票，而故意阻撓或促使阻撓已圈選之郵寄投

票選舉票，送回主辦選舉之地方選舉官員，係屬犯輕罪行為，可處以入縣監獄監

禁至少 6 個月，或處以至少 10000 元之罰金，或二者並罰58。 

4.任何人申請、圈選或準備圈選郵寄投票之選舉票，而偽簽虛構之人員、具有資格

之選舉人、或不具有資格之選舉人等之姓名，係屬犯重罪行為，根據刑法法典

第 1170（h）條規定處以入州監獄監禁 16 個月、2 年或 3 年之徒刑，或處以至少

1000 元之罰金，或二者並罰59。 

(二) 與郵寄投票行使相關之處罰規定 

1.任何非屬選舉官員或投票站委員會之個人收到選民所投之選票，或檢查或徵求選

民展示其所投選票，得處以最高 1 萬美元罰金，或根據刑法法典第 1170（h）條

                                                 
56
 加州選舉法第 18402 條 

57
 加州選舉法第 18576 條 

58
 加州選舉法第 18577 條 

59
 加州選舉法第 1857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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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處以 16 個月、2 年或 3 年的監禁，或處以入縣監獄 1 年，或二者並罰。但

屬於第 3017條及第 3021條經指定授權之人或第 14282條所定協助殘障人士投票

之人除外60。 

2.任何人如在某次選舉未具有選舉權，而詐欺投票，或企圖詐欺投票； 

在某次選舉具有選舉權，而企圖投票超過 1 次，或企圖詐欺投票； 

在某次選舉假扮選民，或企圖假扮選民，根據刑法法典第 1170（h）條規定可處

以入州監獄 16 個月或 2 年或 3 年之徒刑，或入縣監獄監禁至多 1 年之徒刑
61
 

3.任何人如明知某人未具有選舉權，而促成、協助、商議、或勸告，於選舉時給予

或提供其投票，根據刑法法典第 1170（h）條規定可處以入州監獄 16 個月或 2

年或 3 年之徒刑62  

4.任何人，以直接或透過他人，針對任何選舉人或其他任何人，給予、提供或答應

任何職務、地位、或雇用，或答應以取得或盡力取得任何職務、地位、或雇用，

以便促使該選舉人於選舉時放棄投票、投票給任何特定人員或不投票給任何特

定人員時，依據刑法法典可處以入州監獄監禁 16 個月、2 年或 3 年之徒刑63。 

5.任何人直接或透過他人，於選舉之前或選舉進行中或選舉之後，為其本人或其他

任何人，接受、同意或約定任何金錢禮物、貸款或其他有價酬勞，作為其本人

或其他任何人為同意或同意投票，或同意放棄或放棄投票給任何特定人民或公

民投票提案、不到投票所、放棄或同意放棄投票；或促其他任何人不到投票所、

放棄投票、投票或不投票給任何特定人民或公民投票提案等行為之交換，依據

刑法法典可處以入州監獄監禁 16 個月、2 年或 3 年之徒刑64。 

6.任何人支付、貸與、或捐助，或提供或答應以支付、貸與、或捐助任何其他，以

便促使該選舉人放棄投票、投票或不投票給任何特定人員或公民表決案，或酬

勞該選舉人完成放棄投票、投票或不投票給任何特定人員或公民表決案，依據

                                                 
60
 加州選舉法第 18403 條 

61
 加州選舉法第 18560 條 

62
 加州選舉法第 18561 條 

63
 加州選舉法第 18520 條 

64
 加州選舉法第 1852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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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法典可處以入州監獄監禁 16 個月、2 年或 3 年之徒刑65。 

7.任何人直接或透過他人，預付、支付或使支付任何金錢或其他有價物，給予其他

任何人，或供其他任何人使用，而企圖使該金錢或有價物用於選舉賄選；亦不

得故意支付或促使支付該金錢或有價物給其他人，由該收受人員將其全部或部

分金錢，於任何選舉時支付賄賂用，依據刑法法典可處以入州監獄監禁 16 個月、

2 年或 3 年之徒刑66。 

8.任何人直接或透過他人，預付、支付或使支付任何金錢或其他有價物，給予其他

任何人，或供其他任何人使用或企圖使該金錢或有價物之全部或部分，用作於

任何選舉投票區之範圍內之任何場所獲住所，提供住宿或招待某人，以便爭取

或促使該人員投票給任何特定人員或公民表決案，依據刑法法典可處以入州監

獄監禁 16 個月、2 年或 3 年之徒刑67。 

9.任何人使用或威脅使用任何強制力、暴力，或強制性、威迫之計謀，或雇用、安

排其他人使用或威脅使用任何強制力、暴力，或強制性、威迫之計謀以促使或

迫使他人其他人於選舉時參加或放棄投票，或投票或不投票給任何特定人員或

公民表決案；或因任何人於選舉時參加投票或不投票，或不投票給任何特定人

員或公民表決，而使用任何強制力、暴力，或強制性、威迫性之計謀或雇用、

安排其他人使用或威脅使用任何強制力、暴力，或強制性、威迫之計謀，依據

刑法法典可處以入州監獄監禁 16 個月、2 年或 3 年之徒刑68。 

10.任何法人、自然人、或雇用其他任何人之雇主，於付給雇用人員之新資或工資時，

如於信封上或信封內，寫上或印上任何候選人姓名，或任何含有威脅、明示、暗

示之座右銘或議論，意圖影響受雇人員之政治意見或行動，依據刑法法典可處以

入州監獄監禁 16 個月、2 年或 3 年之徒刑69 

(三)與郵寄選票之選票處理、計票相關之處罰規定 

                                                 
65
 加州選舉法第 18522 條 

66
 加州選舉法第 18523 條 

67
 加州選舉法第 18524 條 

68
 加州選舉法第 18540 條 

69
 加州選舉法第 1854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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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票站委員會之任一成員，企圖發覺選舉票上之任何姓名；將任何選舉人所繳交

已摺疊之選舉票打開或使打開或使受檢查；在任何已摺疊之選舉票作記號，以

顯示選舉人所圈選之候選人姓名，係屬犯輕罪行為70。 

  2.任何公眾之成員在觀察選舉官員依第 15 部分第 2 章郵寄選票處理程 

序時，企圖發覺選民身分與選票選擇；或已經辨識出選民身分，並企圖顯示其

選票選擇；打開臨時投票信封以顯示選民選票之選擇；在選舉票或秘密信封作

記號，以顯示選民選票之選擇，係屬犯輕罪行為
71
。 

  3.任何人協助調換或損毀官方選舉票；協助將任何選舉票錯誤地投入選舉票箱，或

自選舉票箱取出選票；在選舉票計票前或後，協助或企圖協助將任何選舉票，詐

欺地投入選舉票箱，而與合法圈投之選票混在一起，可處以至多 1000 元罰金，

或依據刑法法典處以入州監獄監禁 16 個月、2 年或 3 年之徒刑72 。 

  4.任何人故意將任何正式或非正式投票結果，增加或減少其投票數，或更改其投票 

結果，依據刑法法典第 1170（h）條規定處以入州監獄監禁 16 個月、2 年或 3 年 

之徒刑73 

(四)其他規定 

  1.任何人就任何已圈投或將行圈投之選票，從事詐欺或企圖詐欺，或協助或縮使詐 

欺或企圖詐欺，為犯重罪行為，可處以監禁 16 個月、2 年或 3 年之徒刑74 

 2.任何公職人員故意違反本章規定，而以任何方法協助非法之投票或企圖投票；或

為使詐欺投票永久成立，而企圖使本章之任何規定變成無效，為犯重罪行為，依

據刑法法典處以入州監獄監禁 16 個月、2 年或 3 年之徒刑75。 

  3.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干擾辦理選舉或計票之官員，或干擾於選舉時合法行使其選舉

權之選舉權人，以致阻礙選舉或計票之公平合法進行，依據刑法法典處以入州監

                                                 
70
 加州選舉法第 18562 條 

71
 加州選舉法第 18562.5 條 

72
 加州選舉法第 18568 條 

73
 加州選舉法第 18567 條 

74
 加州選舉法第 18500 條 

75
 加州選舉法第 1850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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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監禁 16 個月、2 年或 3 年之徒刑76。 

五、加州、舊金山市實施不在籍投票之數據資料 

    若以加州、舊金山市統計其實施不在籍投票之相關數據資料，仍係以郵寄投

票為統計範疇，換言之，其亦包含代理投票或提前投票等。經整理加州、舊金山

市歷次全州性選舉(S)或總統選舉(P)之統計數據資料，可據以觀察其實施成果。 

(一) 實施不在籍投票之選舉類型 

    加州選舉法規範由於包括公職人員選舉、罷免以及公民投票創制、複決等，

因此均適用不在籍投票方式。實務上除因沒有聯邦層級之公民投票外，由於州層

級、市(郡)層級辦理各類公職人員選舉均有固定選舉日期，州、市(郡)公民投票議

題如依選舉法規定選舉日期程前之程序放上選票，便會時常出現各類公職人員選

舉，以及州、市(郡)層級公民投票議題合併辦理選舉，以 2004 年之後舊金山市合

併選舉類型數據(如表 1)來看，舊金山市選民於 2008 年總統大選時，所要圈投項

次就高達 43 個，去年甫結束之總統大選也有 27 個項次需要圈選，故以郵寄投票

方式進行選擇易使選民得以有更多時間去進行選擇。 

 

表 1 2004-2012 年舊金山市合併選舉統計數據 

(二) 永久郵寄投票選民人數 

    加州、舊金山市對於申請郵寄投票之選民數，主要係自 1992 年後始有相關

                                                 
76
 加州選舉法第 18502 條 

投票 

類型  

               

年度 

舊金山市層級  加州層級 聯邦層級 

 總數 

公民投票 公職人員 公民投票 公職人員 公職人員 

2004(P) 15 4 15 2 3 39 

2006(S) 11 2 13 10 2 38 

2008(P) 22 4 12 2 3 43 

2010(S) 15 2 9 10 2 38 

2012(P) 7 4 11 2 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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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人數，且係針對申請永久郵寄投票選民之統計數據為主，如自 2002 年加州

選舉法開始允許所有登記選民都得申請永久郵寄投票為觀察時點，以舊金山市為

例(表 2)，其申請郵寄投票之選民，原先僅有不到百分之五登記選民申請成為永

久投票選民，但自其後則逐年成長，至 2012 年總統選舉時，已經有百分之四十

六登記選民申請成為永久投票選民；加州也大體呈現同樣成長趨勢為例(表 3)，

顯見郵寄投票此種投票方式確已逐漸受半數登記選民所採用。 

 

表 2 舊金山市 1992-2012 永久郵寄投票選民佔選民登記統計數據 

 

 

 

 

 

 

 

 

 

 

 

    

     選舉 

年度 

初選 大選 

永久郵寄 

投票(A) 

百分比

(A/B) 

選民登記

(B) 

永久郵寄 

投票(A) 

百分比

(A/B) 
選民登記(B) 

1992(P) 18,061 4.17% 432,867 20,336 4.26% 477,740 

1994(S) 18,515 4.38% 422,776 19,309 4.28% 450,649 

1996(P) 18,473 4.20% 439,802 20,248 4.20% 482,541 

1998(S) 19,818 4.60% 430,794 21,660 4.83% 448,888 

2000(P) -- -- 468,198 -- -- 486,636 

2002(S) 16,212 3.68% 440,016 43,819 9.75% 449,396 

2004(P) 91,388 20.36% 448,948 108,328 22.25% 486,822 

2006(S) 124,324 29.52% 421,094 129,523 30.97% 418,285 

2008(P) 145,106 34.90% 415,761 167,155 35.02% 477,356 

2010(S) 176,983 39.51% 447,985 187,450 40.59% 461,768 

2012(P) 203,235 43.19% 470,606 230,534 46.10% 5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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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加州 1992-2012 永久郵寄投票選民佔選民登記統計數據 

(二) 郵寄選票分發與送回總數 

         從 2004 年開始統計之選舉官員所分發郵寄選票總數，其中包含上開永久郵

寄選民之外，申請單次選舉郵寄投票之人數也逐年增加，從舊金山市 2004-2012

郵寄選票分發與送回總數統計(如表 4)或是加州 2004-2012 郵寄選票分發與送回

總數統計(如表 5)之統計數據均可看出申請郵寄投票人數之成長。另外，收到選

民之選民將圈選完選票送回選舉官員之數目至去年 2012 年總統大選時，將近有

百分之七十五選民將選票送回選舉官員，其送回比例也顯見郵寄投票選民踴躍

投票。郵寄選票不但送回比率已達將近百分之七十五，2004 年開始統計數據也

顯示，不論是舊金山或是加州送回選票之被計票率也將近達到百分之百，可見

郵寄投票之選民均能依據規定填寫回郵信封，並於規定之期限內送回 

 

 

   

     選舉 

年度 

初選 大選 

永久郵寄 

投票(A) 

百分比

(A/B) 

選民登記

(B) 

永久郵寄 

投票(A) 

百分比

(A/B) 

選民登記 

(B) 

1992(P) 88,867 0.65% 13,569,248 113,218 0.75% 15,101,473 

1994(S) 131,200 0.93% 14,171,591 151,093 1.03% 14,723,784 

1996(P) 166,902 1.15% 14,523,303 181,687 1.16% 15,662,075 

1998(S) 188,654 1.29% 14,574,570 199,180 1.33% 14,969,185 

2000(P) 181,814 0.71% 25,631,805 281,207 1.79% 15,707,307 

2002(S) 596,680 3.90% 15,280,808 1,235,133 8.07% 15,303,469 

2004(P) 2,205,052 14.61% 15,091,160 2,710,837 16.37% 16,557,273 

2006(S) 2,915,424 18.62% 15,660,714 3,994,465 25.22% 15,837,108 

2008(P) 5,107,540 32.51% 15,712,753 5,560,112 32.13% 17,304,091 

2010(S) 6,005,099 35.37% 16,977,031 6,485,143 37.52% 17,285,883 

2012(P) 6,902,791 40.24% 17,153,699 7,909,330 43.35% 18,245,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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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舊金山市 2004-2012 送回郵寄選票佔分發總數統計數據 

表 5 加州 2004-2012 送回郵寄選票佔分發總數統計數據 

 

(三) 郵寄選票計票總數 

郵寄選票不但送回比率已達將近百分之七十五，2004 年開始統計數據也顯示，

不論是舊金山或是加州送回選票之被計票率也將近達到百分之百，可見郵寄投

票之選民均能依據規定填寫回郵信封，並於規定之期限內送回。如舊金山市

2004-2012 郵寄選票計票總數統計數據(如表 6)或是加州 2004-2012 郵寄選票計

票總數統計數據(如表 7)。 

 

 

 

 

   

    選舉 

年度 

初選 大選 

百分比

(A/B) 

送回 

郵寄選票(A) 

分發 

郵寄選票(B) 

百分比

(A/B) 

送回 

郵寄選票(A) 

分發 

郵寄選票(B) 

2004(P) 70% 72,472 103,784 86% 137,455 160,247 

2006(S) 28% 75,868 272,355 31% 46,164 150,323 

2008(P) 71% 113,037 160,070 86% 179,597 209,449 

2010(S) 49% 95,317 193,423 68% 145,870 215,342 

2012(P) 44% 97,342 218,750 75% 199,442 266,666 

    選舉 

年度 

初選 大選 

百分比

(A/B) 

送回 

郵寄選票(A) 

分發 

郵寄選票(B) 

百分比

(A/B) 

送回 

郵寄選票(A) 

分發 

郵寄選票(B) 

2004(P) 80% 1,590,945 1,991,482 76% 3,168,884 4,176,055 

2006(S) 30% 2,274,901 7,659,149 53% 2,755,566 5,217,517 

2008(P) 73% 3,905,932 5,362,681 86% 6,131,560 7,156,841 

2010(S) 51% 3,518,161 6,902,209 70% 5,077,007 7,277,245 

2012(P) 46% 3,526,190 7,733,159 73% 6,782,088 9,29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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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舊金山市 2004-2012 已計票郵寄選票佔送回選票統計數據 

 

表 7 加州 2004-2012 已計票郵寄選票佔送回選票統計數據 

 

(三) 郵寄選票佔總票數之比率 

郵寄選票之投票率，舊金山市 2004-2012 郵寄選票佔總投票數統計數據(表 8)1978

年郵寄投票僅占總投票數之百分之九，加州郵寄選票佔總投票數統計數據(表 9)

更僅佔百分之五；但自 90 年代期間後，舊金山市已將近佔百分之三十，加州亦

有百分之二十左右。迄至 2012 年總統總舉之初選，更分別已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固然郵寄投票之採用是否對提升投票率有所幫助，尚難據以論斷，但以目前實施

情形來說，郵寄投票確已佔總投票數之半數，其對選舉結果之影響，亦不容小覷。   

 

 

 

 

    選舉 

年度 

初選 大選 

未計票

(A) 

已計票 

(B) 

計票百

分比 

(B/C) 

送回總數

(C) 

未計票

(A) 

已計票 

(B) 

計票百

分比 

(B/C) 

送回總數

(C) 

2004(P) 1,748 70,724 98% 72,472 1,987 135,468 99% 137,455 

2006(S) -- 75,868 100% 75,868 -- 46,164 100% 46,164 

2008(P) 2,674 110,363 98% 113,037 3,206 176,391 98% 179,597 

2010(S) 1,649 93,668 98% 95,317 2,058 143,812 99% 145,870 

2012(P) 2,016 95,326 98% 97,342 6,246 193,196 97% 199,442 

    選舉 

年度 

初選 大選 

未計票 

(A) 

已計票 

(B) 

計票 

百分比 

(B/C) 

送回 

總數 
未計票

(A) 

已計票 

(B) 

計票 

百分比 

(B/C) 

送回 

總數 

2004(P) 59,399 1,531,546 96% 1,590,945 86,756 3,082,128 97% 3,168,884 

2006(S) 15,596 2,259,305 99% 2,274,901 17,362 2,738,204 99% 2,755,566 

2008(P) 186,879 3,719,053 95% 3,905,932 130,730 6,000,830 98% 6,131,560 

2010(S) 88,876 3,429,285 97% 3,518,161 142,241 4,934,766 97% 5,077,007 

2012(P) 54,620 3,471,570 98% 3,526,190 68,759 6,713,329 99% 6,78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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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舊金山市 2004-2012 郵寄選票佔總投票數統計數據 

 

 

 

 

 

 

 

 

 

 

 

 

 

 

 

選舉  

年度 

初選 大選 

百分比

(A/B) 

郵寄選票 

(A) 

總票數 

(B) 

百分比

(A/B) 

郵寄選票 

(A) 

總票數 

(B) 

1976(P) 8.23% 17,200 208,884 8.61% 21,788 252,932 

1978(S) 8.81% 17,972 203,931 9.50% 20,702 217,965 

1980(P) 7.35% 15,170 206,366 11.59% 31,057 407,982 

1982(S) 11.19% 19,735 176,381 11.63% 27,796 238,991 

1984(P) 16.45% 29,728 180,741 14.94% 44,586 298,517 

1986(S) 14.57% 21,337 146,480 14.70% 34,808 236,863 

1988(P) 15.61% 28,946 185,420 28.60% 83,551 292,097 

1990(S) 24.67% 39,963 161,989 23.26% 54,988 236,413 

1992(P) 21.42% 39,109 182,577 22.63% 74,624 329,695 

1994(S) 27.26% 36,931 135,495 29.84% 74,167 249,669 

1996(P) 28.92% 51,522 178,165 25.22% 75,309 298,648 

1998(S) 30.80% 61,345 199,157 26.68% 66,880 250,719 

2000(P) 25.82% 54,274 210,229 25.56% 82,838 324,031 

2002(S) 34.59% 51,973 150,249 29.08% 65,457 225,102 

2004(P) 37.06% 70,724 190,828 37.44% 135,468 361,822 

2006(S) 48.08% 75,140 156,272 42.70% 108,348 253,719 

2008(P) 40.94% 110,217 269,212 46.01% 178,585 388,112 

2010(S) 59.10% 91,926 155,533 50.35% 143,306 284,625 

2012(P) 65.69% 95,326 145,105 52.95% 193,196 36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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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加州郵寄選票佔總投票數統計數據 

 

 

 

 

 

 

 

 

 

    選舉  

 

年度 

初選 大選 

百分比(A/B) 
郵寄選票 

(A) 

總票數 

(B) 
百分比(A/B) 

郵寄選票 

(A) 

總票數 

(B) 

1976(P) Not available 366,535 8,137,202 4.50% 

1978(S) 325,518 6,843,001 4.76% 314,258 7,132,210 4.41% 

1980(P) 343,875 6,774,184 5.08% 549,007 8,775,459 6.26% 

1982(S) 326,213 5,856,026 5.57% 525,186 8,064,314 6.51% 

1984(P) 418,109 5,609,063 7.45% 913,574 9,796,375 9.33% 

1986(S) 426,133 4,937,936 8.63% 685,574 7,617,142 9.00% 

1988(P) 572,057 6,037,463 9.48% 1,434,853 10,194,539 14.07% 

1990(S) 808,837 5,386,545 15.02% 1,452,139 7,899,131 18.38% 

1992(P) 1,073,067 6,439,629 16.64% 1,950,562 11,374,565 17.15% 

1994(S) 1,011,563 4,966,827 20.37% 2,009,586 8,900,632 22.05% 

1996(P) 1,415,176 6,081,777 23.27% 2,078,065 10,263,490 20.25% 

1998(S) 1,566,882 6,202,618 25.26% 2,131,484 8,621,121 24.72% 

2000(P) 1,842,891 7,883,385 23.38% 2,739,155 11,142,843 24.58% 

2002(S) 1,378,413 5,286,204 26.08% 2,096,094 7,738,821 27.09% 

2004(P) 2,293,321 6,684,421 34.31% 4,105,179 12,589,683 32.61% 

2006(S) 2,471,358 5,269,142 46.90% 3,696,940 8,899,059 41.54% 

2008(P) 3,777,094 9,068,415 41.65% 5,722,465 13,743,177 41.64% 

2010(S) 3,278,224 5,654,993 57.97% 4,989,852 10,300,392 48.44% 

2012(P) 3,471,570 5,328,296 65.15% 6,753,688 13,202,158 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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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考察心得 

本次赴加州及舊金山市考察不在籍投票，雖然行前就已針對其實施郵寄投票等

相關規定多所涉略，但單以書面資料仍無法理解其採行所需解決之問題，及為

何採行此種制度之設計及方式等，藉由實際訪談加州州務卿與舊金山選務局、

選舉委員會以及亞洲法律聯合會代表後，並就不在籍投票相關問題就教後，其

受益匪淺，並臚列心得與建議如下，可供我國目前正欲推動不在籍投票之借鏡

與反思。 

一、 實務需求影響不在籍投票制度之發展方向 

        本次拜訪加州首席副州務卿、及舊金山選務局人員，均對本考察團成員表

示，加州或舊金山之所以採行郵寄投票，最主要之目的仍在為了提升選民投票

率。渠等人士在聽聞我國各項公職人員選舉均有屏率百分之七十之投票率，莫

不嘖嘖稱奇，並表示也想向我們請教如何提高投票率之建議。事實上此種投票

率問題之嚴重，如該州於 7 月 24 日辦理州眾議院第 52 選區眾議員之補缺選舉

初選，其投票率只有不到百分之十，且總投票數中將近百分之七十八係來自郵

寄投票；又以 2012 年辦理之總統大選投票率亦僅過百分之五十，且半數亦為郵

寄投票，可見選民對選舉投票之冷漠度，如果代議體制係來自於如此低比率投

票率，幾可稱之為民主信任危機。 

  又如未有郵寄投票制度之設計，是否會有更多選民願意於投票日至投票所排

隊投票，亦是問題。因為依現行投票所之實務運作，以舊金山市辦理 2004 年後

之州層級或聯邦層級公職人員選舉為例，其中亦包含州、與市(郡)層級等公民投

票提案，選民所需圈選之項目總數更高達 27 至 43 個不等，其選票紙張就長達

數頁；另以本次舊金山市辦理市政選舉，雖然只有 4 個公職人員職位要進行選

舉，但亦另有 4 個市層級之公民投票提案。此外，目前加州法定之選舉日期均

在星期二，雖然選舉法規定在全州性選舉時，受雇員工得以在投票日兩天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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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雇主有於選舉日投票之需要，得以在上班期間前或後 2 小時至投票站投票77，

但如選民必須耗費時間排隊以等待投票，將實質影響選民投票之意願。 

         另外，美國國土廣大，幅員遼闊，光以本次考察團從舊金山前往加州首府

拜訪副州務卿，就約需車程 2 個小時，而選民如因求學、工作等因素離開所居

住地至州內其他市(郡)或是其他州發展自即為平常。例如舊金山市選務局官員在

訪談時就表示，對舊金山選民而言，因該市物價較高，且因臨近加州矽谷等科

技業發展地區，因此許多選民雖以舊金山市為登記居住地，但實質上均居住於

非屬選民登記之其他地方，考量通勤、投票所排隊等亦影響投票意願。另外美

國因為本身政治、軍事、文化及商業需求，於海外服役之軍人或經商、求學公

民之投票權亦需有所保障。 

         綜上，其為保障因國情、時空環境造成選民無法依正常方式取得選票與投

票之情形，以及因選項議題眾多而拉長排隊投票時間以致放棄投票之情形，基

於提升投票率目標等實務因素考量下，讓選民便利獲得及送回選票，並讓其於

選舉日之前有更長時間去做出選擇，而非匆促圈選，採行不在籍投票，尤其是

以郵寄投票方式，是符合實際需求之政策選項。 

 二、制度設計之寬鬆     

基於上開因素，加州對於不在籍投票制度之設計，由其自 1978 年、2002 以

迄今之發展趨勢而言，主要係採寬鬆方式為之。從其為提升選民之投票率，只

要是登記選民都可成為永久郵寄投票選民之規定即可印證。此外，其設計原則

為便利郵寄投票選民行使其投票權，往往例外多於原則，例如申請郵寄投票固

然有法定期間，但採取例外規定之後，實質上已使選民得以投票日之前申請即

可；又如原以郵寄或親身送回方式外，在海外服役軍人或公民等得以傳真方式

送回選票，而允許犧牲部份之投票秘密性；此外，除選民本人申請郵寄投票外，

更可授權其親人甚至任何人都可代領及送回選票。另外即使選民遺失或毀損選

票而未將其繳回註銷，仍可獲得臨時投票。其所採取之投票方式多元，但所限

                                                 
77

 加州選舉法第 1400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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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規範較少，除驗證選民簽名是否與登記時相符外，幾無其他防弊機制。例如

考察團在詢問郵寄選票之選民是否會有受外力干預、賄選等因素而影響投票意

向，或是選票寄送、保存過程是否會有弊端發生時，毋論州或舊金山市選舉官

員表示此種問題仍是無法解決。另對於所詢問代理投票之情形時，舊金山選務

人員也表示即使是他人攜帶送回之選票，渠等也不會去查驗其是否確屬選民授

權委託之人，而仍只以驗證選民簽名為主。從上述設計原則理念可知，主要仍

係以保障、強化選民行使投票權，更甚於對防弊性之要求。 

 三、互相信任程度較高 

        加州選舉規範，奠基於對人民守法之尊重與信任，在其郵寄選票上與申請表

上都會預先提出警示，警告其不得為詐欺投票或意圖詐欺投票。在本次考察團

之拜訪行程搭乘舊金山灣區捷運也有類似經驗，因為某些上車地點並未設置有

閘門，因此每節車門都有警示標語，警告乘車民眾如未刷卡，將視為詐欺之犯

罪行為。因此吾人可知，不論加州選舉法規或其他法律規範，都係先採相信人

民不會犯法之態度，故而不會去訂定各種管制、查核規範予以限制。同理，選

民對選務機關之信任程度亦較高，否則郵寄投票之立法規範亦不會逐年採寬鬆

方式為之。 

 四、善用科技輔助設備 

       以加州處理郵寄投票之申請、處理及計票過程過程可知，善用電腦科技輔助

設備已成便利選務發展運作之趨勢。例如郵寄投票之申請，除過去傳統當面遞

交、郵寄或傳真方式為之外，目前更可以透過線上方式申請，或是臉書上介接

之連接點，亦符合年輕世代族群之生活社交方式，對於吸引其投票意願自然有

極大助益；此外由於有相關選票撿選器設施，便利郵寄選票之處理，並能迅速

抓取該選民登記庫資料，以比對簽名等資料；藉由光學掃描系統快速計票，以

節省大量選票之計票時間；另選民亦得上網查詢其郵寄投票是否被收到，臨時

選票是否被列入計票。從上開發展趨勢亦可看出科技輔助設施之採用，對於選

務人員或選民實施郵寄投票都有極大實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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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 

  一、以我國實務需求為出發 

    我國實務上歷次總統或立法委員選舉之投票率平均將近七成，且我國地小

人稠、交通便利，多數人返鄉投票均屬便利，另考量我國特殊政治環境下的兩

岸關係，如開放在大陸之台商得採郵寄投票，外界可能擔心中共是否藉此影響

台灣選舉，改變台灣的選舉結果。因此我國與美國就國情、時空環境、選舉實

務運作等，均有極大差別，是否亟需採郵寄投票替代選舉日投票之方式，甚至

郵寄選票數還高於選舉日投票數之發展模式，均需審慎考量。為因應社會環境

的變遷，對於投票日因任務或環境限制而形同被剝奪投票的權利的留守軍人、

執勤警察、交通運輸人員、及投票當日出差或公作等人員的投票權保障，固然

是我國必須積極推動不在籍投票制度之初衷，但相對於美國因實務需求而採取

極為開放、躍進式之不在籍投票制度，我國現階段採取穩健、漸進式發展方式，

由原來選民於選舉日至投票所投票，並於投票所關閉後立刻計票之方式為主，

兼採不在籍投票選民得申請於選舉日由戶籍地移轉至異地投票所投票，並於投

票所關閉後立刻計票為輔，似較符我國實務需求。 

二、 制度設計需較嚴謹 

    由於我國實務需求不如美國如此迫切，因此在制度設計上亦不宜採太過寬

鬆方式，例如加州規範所有選民都能行使郵寄投票權，換言之，即使該選民選

舉日於所在之居住地，仍可以採行郵寄投票方式為之。但我國目前規範移轉投

票，係以跨縣(市)為原則，亦即選民在其戶籍地所在縣以外之縣(市)時，才得

申請移轉至外縣(市)投票所投票。又加州規範申請郵寄投票之選民得變換為提

前投票、代理投票甚至仍得於選舉日投票所投票之類型，我國則規範原已申請

移轉投票選民得變更或撤回以 1 次為限，以避免增加選務作業複雜性。 

三、 維持人民對選務公平、公正之信任 

    就我國政治發展現況而言，兩黨競爭越趨激烈，加上單一選區名額制度贏

者全拿，以及選民投票率高達七成之政治熱衷度，如何讓敗選之後選人及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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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者信服選舉之公平、公正性，更是重要之課題。從我國歷次總統選舉競爭雖

激烈，且亦有部分選舉僅有些微差距，但至少社會大眾或敗選之後選人亦都能

信任選舉公正性之原因，在於目前所採行本人現地領票、現地投票之投票方

式。如以加州所採郵寄投票方式，郵寄選票分發、寄送過程是否遺失、調換等

情形，或是選票回到選務機關後，因無法即時計票，是否亦會有調換等問題，

都有若干問題係選務機關、選民本身或監督之候選人、社會大眾無法確實管

理、監督部份，現階段如若採行，人民信任度自然不足；如係採提前投票，固

然由選民本人於投票所投票，與選舉日並無不同，但同樣因無法即時計票，而

與郵寄投票產生同樣之困境。如採代理投票，因非由選民本人投票，即係是委

託係信任之親屬於選舉日將選票投送至投票所，亦無法確保不會中途有調換或

毀損選票之情事發生，故現行採行選舉人由戶籍地移轉至異地投票的移轉投票

制度，應是最符合人民信任與社會共識的可行機制。  

四、 採行適當之科技方式輔助 

我國目前規劃採行之移轉投票，係適用於總統副總統選舉及公民投票法

之全國性公民投票事項，其考量原因在於上開投票事項係採單一選票格式，全

國各選區皆同，既無選票寄送的問題，亦無數十種選票需同時開出的複雜問

題，實施較為單純。但未來移轉投票如要進一步適用於立法委員選舉，或是

103 年起每 4 年實施一次之地方公職人員七合一選舉，由於該等選舉之選區眾

多，每個選區選票各異，其數量更達百種以上，如要讓每一個移轉地投票所都

要負擔，所耗費金錢、人力、時間、場地等成本去處理該等移轉選票之投開票

事宜，就選務技術上確有實質困難，亦不符計票結果應於投票日當日完成之原

則。未來如果能允許各選區之選票格式儲存為電子檔，供移轉地投票所工作人

員直接下載列印供選民投票，另搭配光學掃描等計票系統直接以電子方式進行

計票，或可將移轉投票全面適用於各類公職人員選舉以及地方性公民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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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本次出國考察美國不在籍投票相關規範及實施情形，除了解加州及舊金山市有關

不在籍投票之法制沿革、現行規範及實務運作情形外，亦獲得受訪單位提供書面答復

(如附錄 21)等選舉資料，成果豐碩。而在此次考察期間，承蒙駐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蔡副處長強華熱忱接待，另翁組長傑協助安排及陪同拜會行程，邴組長兆魯、

洪組長中明偕同拜會加州首席副州務卿，另 Jim Chen 先生隨同進行傳譯，使本次考察

圓滿順利，謹此一併致予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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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加州州務卿辦公室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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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加州選民登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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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聯邦明信片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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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加州郵寄選票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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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舊金山市 102年 11月 5日市政選舉郵寄選票申請表-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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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舊金山市 102年 11月 5日市政選舉選民資料手冊所附郵寄選票申     

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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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舊金山市永久郵寄選票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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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1 舊金山市 102年 11月 5日市政選舉選票樣張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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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2 舊金山市 102年 11月 5日市政選舉選票樣張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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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舊金山市郵寄選票之回郵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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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 舊金山市如何以郵寄方式送回選票 

 

 



 

  53 

附錄 11 舊金山市如何以郵寄方式送回傳真或電子郵寄分發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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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 舊金山市如何以傳真方式送回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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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 舊金山市傳真選票宣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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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4 舊金山市選務局網站查詢郵寄選票頁面 

 

附錄 15 舊金山市選務局計票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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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6 舊金山市觸控式投票機器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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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7 舊金山市選民委託代表領取郵寄選票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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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8 臨時選票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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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9 臨時選票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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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 舊金山市選務局網站查詢臨時選票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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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 舊金山市選務局提供不在籍投票相關規範及實施情形提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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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考察照片集錦 

與加州首席副州務卿 Evan L.Goldberg先生合影留念 

 

與駐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組長翁傑女士(左一)、組長邴兆魯先生(左二)、組長

洪中明先生(左三)、加州首席副州務卿 Evan L.Goldberg先生、陪同翻譯 Jim Chen

先生(右一)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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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亞洲法律聯合會 Carolyn Hsu女士討論情形   

 

與亞洲法律事務聯合會 Carolyn Hsu女士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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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舊金山選務局副局長 Evan Kirk先生(左一)及投票外展部 Jill Fox女士(右二)、

Carol Lao女士(右一)合影留念 

                                                           

與舊金山選舉委員會委員 Richard Matthews先生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