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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2018 年我國舉行了 9 種地方公職人員合併選舉，是繼 2014 年以來第 2

次辦理各種地方公職人員合併選舉以來。本次選舉，因該年 1 月公民投票法

修正通過，大幅降低公民投票提案、連署及通過門檻，同時規定，主管機關

應於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後 1 個月起至 6 個月內舉行公民投票，該期間內有

全國性選舉時，應與該選舉同日舉行。在上述的背景下，2018 年地方公職

人員選舉與 10 案的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7 案至第 16 案1，同日於 2018 年

11 月 24 日舉行投票，選舉人（投票權人）最多須 1 次投下 5 張選舉票2及

10 張公投票。本次的投票結果，選出了 22 位直轄市長、縣（市）長、912

位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204 位鄉（鎮、市）長、6 位直轄市山地原

住民區長、2,098 位鄉（鎮、市）民代表、50 位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

、7,754 位村（里）長，另外在 10 案的全國性公民投票案中，共有 7 案獲得

通過，3 案不通過。 

本次選舉與公民投票的規模超越以往，為首次的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合併

舉行全國性公民投票，在投開票過程中，也發生預料外的異常狀況，包括各

投票所選舉人大排長龍、完成投票時間嚴重延宕、部分投票所已完成開票上

傳投票，而部分投票所仍在投票等現象，於近年選舉中並無類此前例。這次

的選務經驗，使得選舉機關必須重新思考，當多案公民投票與選舉合併舉行

投票，有關選務作業配套措施、選舉人（投票權人）之教育、公民投票案之

宣傳等，如何配合調整因應，使得投票結果符合社會期待。基於瑞士為世界

各國實施直接民主之典範，該國人民經由每年約 4 次的公民投票，針對憲法

、法律之修正與否，由民意予以決定，落實主權在民原則，有關瑞士選舉與

公民投票之制度良窳、實施狀況，有予以詳查瞭解必要，以作為我國推動選

務革新精進之參考，本會爰派員前往瑞士進行考察。 

 

                                                      
1
 第 1 案與第 2 案於 93 年 3 月 20 日與第 11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同日舉行投票，第 3 案與第 4 案

於 97 年 1 月 12 日與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同日舉行投票，第 5 案與第 6 案於 97 年 3 月 22 日與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同日舉行投票。 
2
 縣選舉人的選舉票包括縣長、縣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及村(里)長；直轄市及

省轄市選舉人的選舉票包括市長、市議員及村(里)長，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選舉人另有區長及區

民代表選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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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使(左三)安排本會人員拜訪直接民主研究中心 

貳、 考察行程說明 

本次考察期間為 108 年 8 月 20 日至 29 日，相關行程略述如下： 

一、 出發前往蘇黎世：  

    2019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二）由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搭乘中華航空公

司班機出發，途中經德國法蘭克福轉機，我國駐法蘭克福辦事處雖業務

繁忙，仍由申副參事生太前往法蘭克福機場協助轉機，至為感謝。8 月

21 日（星期三）中午抵達瑞士蘇黎世國際機場，我國駐瑞士代表處王組

長永德前往接機。當日下午前往位於阿勞的直接民主研究中心拜訪。 

二、 拜訪阿勞直接民主研究中心（Zentrum für Demokratie Aarau，簡稱 ZDA） 

    由於行程安排，

本會人員於抵達瑞

士當天下午，即直接

前往直接民主研究

中心，與駐瑞士代表

處黃大使偉峰會同

拜訪。直接民主研究

中心成立於 2009 年，

專職於瑞士、歐洲乃至全球民主議題的研究，每年財務預算約 8.6 億，

主要來自政府資助，部分來自贊助。目前該中心與國會簽有合約，確保

至 2022 年經費無虞。因駐瑞士代表處外交工作成功，直接民主研究中心

至為重視我團來訪，由該中心主任 Andreas Glaser 會同 Uwe Serdült、

Lorenz Langer 等 2 位教授一同接待並為我團簡報該中心組織等。又黃大

使對於公民投票制度學識豐厚，與我團、Glaser 主任等共同就瑞士與我

國公民投票制度及差異進行討論。 

三、 拜訪伯恩邦（Canton of Bern）秘書處 

    伯恩邦秘書處是我團首先拜會的政府機關。本會由駐瑞士代表處協

助於 8 月 22 日前往伯恩邦秘書處拜會，該處指派政治權力部門主管

Stefan Wyler 先生以及對外事務部門委員 Thomas Moser 博士等接待。

Stefan Wyler 先生另請同仁簡報伯恩邦歷史人文背景。伯恩邦面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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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人員與伯恩邦秘書處政治權利部門人員合影 

伯恩邦電子投票卡樣張 

6,000 平方公里，人口

103 萬人，為瑞士第 2

大邦，同時也是聯邦政

府所在地（伯恩市）。

該邦地處瑞士中西部，

鄰接周遭 11 個邦，語言

為雙語：德與以及法語，

具有政治樞紐的功用。

邦政府制度與聯邦相似，

由 7 名委員組成，委員

由人民以簡單多數決選出，每 4 年改選一次。委員各自負責 1 個邦政府

部門，其中 1 名委員並為主席，1 名為副主席，由邦議會選出，每年改

選 1 次。 

    本次與伯恩邦政治權利部

門主管 Stefan Wyler 及其同仁會

談，就雙方選舉與公民投票實務

交換意見，渠等並說明有關伯恩

邦電子投票的方式。下文將會說

明，瑞士允許採行實驗性的電子

投票制度，且有日內瓦及瑞士郵

政二套系統。伯恩邦係自 2012

年起，允許居住於國外的伯恩公

民適用電子投票（即網路投票），

採用的是日內瓦系統。在投票前，

選舉人會收到選舉委員會寄送

的電子投票卡，使用傳統寄送方

式而非全程網路作業，係基於安

全性的考量。投票卡上會有個人識別碼、驗證碼，選舉人登入網址後，

輸入識別碼驗證，並進行投票。投票完成後，選舉人亦可透過驗證碼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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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人員與黃大使、瑞士聯邦秘書處政治權利部門副

主管 Julien Fiechter 先生合影 

認投票結果以及是否傳送完成。在電子投票系統暫停前，有超過 7 成的

海外公民係以電子投票行使其投票權。 

四、 拜訪聯邦政府秘書處 

    本會出國人員於 8月

22 日下午拜會聯邦秘書

處政治權利部門副主管

Julien Fiechter 先生，黃大

使、王組長亦陪同前往。

Julien Fiechter 先生對於

瑞士選舉與公民投票制

度甚為熟稔。對於本會人

員所關心，有關公民投票

的審查、連署，渠均能詳為說明。例如市鎮公所審查連署書，會有 10%

到 20%判定為不符資格，原因包括死亡、遷移，瑞士有公關公司提供蒐

集連署書的服務、提案委員會不會因為不實連署而須負連帶責任、可能

被認為不得公投的事由等，Fiechter 先生均詳為說明。又本次出訪，特別

針對瑞士公投時程詢問確認，目前該國公投時程業已排到 2038 年 11 月

28 日，但這僅係指投票的時間已經確定，至於投票的案件，仍待秘書處

視連署及國會審核情形排案，尚非指公投案已排列至 2038 年，應予以澄

清。 

五、 拜訪日內瓦大學 

    日內瓦市為著名國際城市，具有悠久歷史，宗教改革家、喀爾文派

創始人喀爾文（Jean Calvin）曾定居於此並在此發表《基督教要義》，

知名哲學家、教育家，倡議社會契約論，提出「全意志（General Will）」

概念的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誕生於此，國際聯盟、世界貿易組

織（WTO）等大型國際組織亦設於此，此處屬法語區。承蒙我國駐日內

瓦辦事處協助安排，本會出國人員於 8 月 26 日前往日內瓦拜訪日內瓦大

學，王大使良玉、陳秘書榮晉陪同前往。校方指派國際關係室主任 Noria 

Mezlef 女士以及政治與國際關係系 Nathalie Giger 教授接待。Natha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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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人員及王大使(右二)拜訪日內瓦大學國際關係室

主任 Noria Mezlef 女士(右三)以及政治與國際關係系

Nathalie Giger 教授(左三)合照 

本會人員與 Pache 研究員(左三)等合照 

Giger 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政治行為、比較政治，對於瑞士政治情勢亦多有

涉獵。她認為瑞士政治制度的精神在於均衡，這體現於聯邦與邦、國會

兩院、政黨乃至於族群的權力分配等層面，同時相互的容忍可以避免走

向極端。她半開玩笑地表示，瑞士政治不會走向激烈衝突，或許是因為

容許多種官方語言，彼此的主張不容易被對方完全理解，從而可以達成

妥協。又如公民投票制

度，雖然部分提案可能

涉及違反憲法或侵害人

權，而具有可駁回之正

當性，惟國會通常會透

過修正部分內容，而非

刪除的方式，使得提案

可以獲得一定程度的落

實。 

六、 拜訪 Charly Pache 研究員 

    日內瓦大學研究員

Pache 研究員研究民主

政治、經濟，尤其是公

共政策的形成過程，他

同時亦為非營利組織

Generation Nomination

研究人員，該組織於

2015 年成立，主要關心如何使所有人可以平等參與決策過程，並嘗試發

現限制金錢在重要決策中的影響力，以維護共同利益。 

    Pache 先生參與日內瓦大學的一項計畫，該計畫試圖在投票前組織

公民會議。計畫的概念來自於「奧勒岡模式（Oregon Model）」，此為

審議式民主的概念。操作模式如下：1.從公民中選出若干有投票權的選

舉人，成立審議民主小組。2.在 5 天的時間裡，經由專家的協助，對贊

成與反對提案的理由進行討論。3.審議小組編輯 1 份結論報告，呈現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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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希鎮公所牆上的信箱 

本會人員、陳秘書榮晉(右一)與費希鎮公所職員合照 

種論點，登載於選民手冊中，分送給選民參考。許多研究發現，越來越

多人對參與審議式民主的公民所提供的資訊，信任度高於政府宣傳3。奧

勒岡模式事實上在美國已有 10 餘年的推動經驗，Pache 研究員本人亦曾

前往美國波士頓等地觀察實施成果。現在他們計畫將該種制度引進瑞士，

並希望於日內瓦找到願意試辦的市鎮。Pache 研究員的談話表明，在瑞

士這個極為重視直接民主的國家，有關於民主決策的品質，仍然是尚待

強化的一個環節，而審議式民主或將成為該國公民投票制度改革的重

點。 

七、 拜訪沃邦費希鎮公所 

    本會人員於返國前，

前往沃邦拜訪費希鎮公

所，主要是瞭解基層投

開票實務。費希鎮人口

約 800 餘人，公所職員

僅 3 人。公所坐落於市

鎮中心，為一鄉村式建

築。在外牆上，有一信

箱，其作用為投遞選票

或公投票的信箱。選民

只要將投好的選舉票包

封完整，即可直接投入。

本會人員詢問，在收受

這些選票的期間如何確

保這些選票或公投票的

安全，惟該公所人員並未有明確的說明，僅表示開票時必須有 2 位人員

同時在場開拆信封。  

八、 返國 

本會出國人員於 8 月 27 日晚間搭機前往德國法蘭克福，駐法蘭克福

                                                      
3
 Sonia Fenazzi，參與性的創新—瑞士直接民主：向奧勒岡州取經。https://www.swissinf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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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處申副參事再次前來協助過境轉機事宜。8 月 28 日早上自法蘭克福

出發返國，於 8 月 29 日返抵返抵臺灣，完成本次考察行程。 

參、 瑞士選舉與公民投票制度 

一、 瑞士政治制度：  

    瑞士向來以其公民投票制度自豪。然而，制度的發展與成熟，有其

特殊的脈絡。瑞士全稱為瑞士聯邦（Swiss Confederation），地處歐洲中

央地帶，北面、南面與西面分別毗鄰德國、義大利以及法國，四面均不

臨海。建國歷史可追溯至 1291 年，Uri, Schwyz, and Unterwalden 等 3 個

邦為對抗神聖羅馬帝國哈布斯堡王朝，於 8 月 1 日簽訂同盟協定，該協

定是目前瑞士有紀錄的最早協議，也被視為瑞士聯邦之肇始。其後邦聯

陸續擴張至 13 個邦，但均維持一種鬆散的邦聯體制。直到 1798 年，拿

破崙入侵瑞士，建立赫爾維蒂共和國（Helvetic Republic, 1798-1802；瑞

士簡稱 CH 即為拉丁文 Confoederatio Helvetica 的簡寫），政府體制轉變

為中央集權，實際上卻僅為法國的附庸國。直到滑鐵盧一役後拿破崙帝

國覆滅，英、普等國於 1815 年舉行巴黎和會，瑞士才重獲獨立，並確定

其永久中立國之國際地位。其後在歷經 1847 年的內戰，瑞士聯邦於 1848

年通過並實施憲法，參考美國憲法，建立聯邦體制、兩院制國會，並統

一了海關、貨幣、重量、度量單位以及郵政部門，同時規定了增進國民

福利和保護公民權利與自由的權利，而成為現代瑞士的雛形。 

    現代的瑞士聯邦是由 26 個邦組成，全國總面積約 4 萬 1,284 平方公

里，人口約 850 萬人。語言與文化的多樣性是瑞士聯邦的特色。瑞士人

口的組成，包括德裔、法裔、義裔及羅曼裔，分別占總人口數的 63%、

23%、8%及 0.5%
4，憲法上規定的官方語言，包括德語、法語、義語，

但憲法同時亦規定，當與操羅曼語人士溝通時，羅曼語亦為官方語言，

因此該國實質上共有 4 種官方語言。另在宗教信仰方面，瑞士亦呈現宗

教多樣化的情形，其中以羅馬天主教為最大，約佔 37%，其次為新教，

約佔 25%，其他基督教派約佔 6%，穆斯林約佔 5%，其他信仰約 3%，

                                                      
4
 The Swiss Confederation–A Brief Gude 2019, p.8.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civil-rights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civil-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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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宗教信仰者 24%
5，但宗教信仰與語言的分布並不一致。 

    社會與文化的多元化影響了瑞士政治制度的發展。瑞士採行聯邦主

義，權力在水平與垂直的面向上分離。在水平層面上，聯邦政府採三權

分立，聯邦委員會（Federal Council）代表行政部門，負責執行法律；國

會兩院代表立法部門，負責制定法律；司法部門則以聯邦最高法院為代

表，負責解釋法律，確保法律適用的統一以及保障人民權利。在垂直的

層面上，瑞士政府分為聯邦、邦（Canton）、市鎮（Commune）三個層級，

各有相當的權責。聯邦負責之事項包括外交政策、國家安全、軍事、海

關、貨幣體系、運輸事務、林業、水資源保護，並有權調控經濟發展；

邦則負責衛生保健、教育、文化事業以及未明確授予聯邦政府的所有權

力。分權制度確保權力不致集中於個人或個別機關，以防止權力濫用，

是瑞士政治的特色。 

    瑞士聯邦政府採取內閣制，最高行政機關為聯邦委員會，係由國會

選出的 7 名委員組成，任期 4 年。7 名委員分別負責部門政府部門，包

括外交；內政；司法與警察；財政；環境、交通、能源與運輸；經濟、

教育與研究；國防、民防與運動等。國會自 7 名委員中選出聯邦總統，

任期 1 年，瑞士總統是虛位，負責主持內閣會議以及對外代表國家，事

實上其地位與其他委員是平等的，僅可以稱為委員中的第 1 人6，這與英

國首相大不相同。現任（2019 年）總統為 Ueli Maurer，主管的部門為財

政部。除了 7 名委員，國會另外任命 1 位秘書長（Federal Chancellor，

或譯為總理），為聯邦委員會的幕僚長，主管聯邦秘書處，現任秘書長為

Walter Thurnherr，係於 2016 年任命。內閣的組成注重權力的平衡，避免

權力集中，依據憲法規定，選舉聯邦委員會委員時，必須兼顧區域與語

言的平衡代表性。現任 7 名成員分別來自於 4 個政黨，包括：自由民主

黨（FDP）、社會民主黨（SP）、基督民主黨（CVP）以及人民黨（SVP）。

同時 7 名委員中有 4 名來自德語區、2 名來自法語區、1 名來自義語區。 

    如同美國聯邦制度，瑞士國會（Federal Assembly）採行兩院制，分

                                                      
5
 Ibid. 

6
 First among eq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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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下議院（National Council）及上議院（Council of State），各設有 1 位

議長及 2 位副議長，任期 1 年，不得連任。依據瑞士聯邦憲法規定，下

議院共有 200 名議員，代表人民，依據各邦人口比例分配，每邦至少 1

名，以各邦為選舉區，採比例代表制選出，每 1 名議員代表大約 42,000

人民。至於上議院則由 46 名議員組成，代表各邦，每邦 2 名議員，但是

在上瓦爾登邦、下瓦爾登邦、外亞本塞邦、內亞本塞邦、巴塞爾城市邦

與巴塞爾鄉村邦等 6 個半邦，則各只有 1 名議員。而在職權分配上，瑞

士兩院不同於其他兩院制國家，依據憲法規定，國會兩院的地位平等，

兩院議員均有同等的提案權，法案亦須經兩院審議通過。 

    在聯邦與邦權限的劃分上，依據瑞士憲法規定，聯邦政府負責無法

由邦處理或者有統一規範必要之事務，並且在達成各自任務時，應相互

支持合作，聯邦應該尊重邦的自治權。在地方層級，則是由 26 個邦以及

所屬的 2,212 個市鎮組成。邦有很大的自治權，各邦立邦憲，成立邦政

府與邦議會。邦除了對於任務執行享有極高的自主權外，在屬於聯邦政

府事務的領域，如果牽涉到邦的權力或利益時，聯邦政府亦應諮詢邦的

意見，給予邦政府在聯邦事務上的參與權。 

二、 瑞士選舉與投票制度：  

（一） 國會議員選舉 

    瑞士為議會內閣制，依據瑞士聯邦國會法規定，國會設於伯恩。

國會議員由人民直接選出，各邦自為選舉區。下議院議員共 200 名，

有關各邦名額分配係依據憲法規定，依據各邦的人口數按比例分配，

每邦至少 1 名。名額分配的方式為，將總人口數除以 200，為分配值，

以分配值除各邦人口數，人口數低於分配值者仍分配 1 席；所餘席次

則依據各邦餘數大小分配之。選舉方式係依據憲法明文，採行政黨比

例代表制，選民依據各政黨提出的名單進行選擇，各政黨再依據得票

數分配當選名額。但是在應選名額只有 1 人的邦，則係採行相對多數

制。至於上議院的選舉方式，依據憲法規定，係由各邦決定之，多數

採行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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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選舉權 

    有關於投票作業，是由各邦政府負責籌辦。聯邦規定了投票的基

本原則以及投票日期（依聯邦政治權利法規定，國會定期選舉日期應

訂於 10 月倒數第 2 個星期日舉行），惟各邦自有不同的執行規劃。

瑞士聯邦憲法規定，人民年滿 18 歲，除因心智障礙，為法律上無行

為能力者外，有聯邦參政權。在 Glarus 邦，選舉人年滿 16 歲即可參

與邦及市鎮層級的投票，但無法成為候選人。 

    選舉人原則應於居住的市鎮投票，如沒有固定居住地者，應於出

生地投票。選舉人無須登記，符合資格者，市鎮公所即會予以列入名

冊中。在聯邦國會的選舉，居住於國外的瑞士公民亦可以參與投票；

在邦或市鎮的層級，某些邦亦允許居住於國外的公民參與投票。但是

居住於國外的瑞士公民如擬參與聯邦層級選舉，必須向所在地的瑞士

使領館登記投票，投票的選舉區為其遷出國前最後居住的市鎮，從來

未在瑞士居住過者，則為出生地。另外還有些邦允許居住在瑞士的外

國人參與邦或者市鎮層級的投票。 

（三） 投票方式 

瑞士投票制度原則上是採取紙本選舉票，但與我國有一個很大的

不同點，相較於我國選舉人必須以選舉委員會製備的圈選工具，並且

在選舉委員會印製好的選票上，圈選 1 人、1 組（總統、副總統選舉）

或 1 政黨（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瑞士的選票

是採開放性的，選舉人有極大的選擇性。以伯恩邦為例，下議院的選

票有兩種形式，一種為已經預先印好的各政黨名單，一種為空白選票。

各政黨首先依據該邦獲分配的名額（伯恩邦為 24 名），提出一份不

高於應選名額的政黨名單，由選務單位印製成政黨票，提供給選舉人。

選舉人如果對於該份名單感到滿意，可以直接選擇整份名單，不予修

正，這時該政黨即以 24 票數計算，各候選人則各以 1 票數計算。獨

特的是，選舉人亦可以直接在該份名單上進行修正，其修正方式如

下： 

1. 刪掉名單上的特定候選人。此時該候選人不會得到票數，然而該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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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邦公投票與信封 

仍得到該票數。 

2. 將名單上的特定候選人改成該名單上的其他候選人，此時被刪掉的候

選人將無法得到票數，而被增列的候選人將得到 2 票。必須注意的是，

每 1 候選人最多只能有 2 票。 

3. 將名單上的特定候選人改成其他政黨名單上的候選人，此時原政黨即

無法得到該票數，該票數將移轉到被增列的其他政黨及其候選人上。 

除了以選務單位提供的印製好的選票之外，選舉人還有另外一種

選擇，就是由選務單位另外提供的空白的選票，選舉人可以在選票上

寫下屬意的政黨或候選人，例如在表頭填入某一政黨名單的名稱，下

方空白欄位依序寫下政黨名單上的候選人，該候選人不限於表頭填寫

得政黨，依據選舉人填寫的候選人，該候選人及其所屬政黨均會得到

1 票，如果選民填寫的候選人未達該邦應選名額時，剩下未填寫的部

分，即歸屬選舉人於表頭填寫的政黨。又依據瑞士政治權利法規定，

下列幾種情況屬於選票無效的事由： 

1. 非選務單位提供的選票； 

2. 以手寫以外的方式填造選票； 

3. 無法辨識內容； 

4. 含有誹謗的內容或者明顯不相干的標示。 

5. 其他。 

通訊投票（Postal 

Vote or Vote by Mail）

是瑞士投票制度的另

一大特點。我國選舉

票一律由選舉委員會

於投票所提供，選舉

人投票後即投入票匭，

且對於選舉票數量嚴

格管控，自印製數量、印製完成包封、分送各鄉（鎮、市、區）公所，

再由投票所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於投票日自公所提領前往投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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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均須進行清點以及包封，投票完畢後逐予點算並記錄後，依有

效票、無效票、用餘票再次包封，運送回選舉委員會保管，保管 6 個

月後予以銷毀。瑞士選舉票原則上會連同投票卡、候選人資訊7、說明

手冊、選舉票回函信封等物品，由選務單位於投票日前 3 個星期到 4

個星期間，直接寄送給選舉人。選舉人收到這些投票相關物品之後，

自行完成填寫即可。填寫完成後，將選舉票包封於選務單位隨信提供

的回郵信封中，並自行寄回到選務單位（即市鎮公所）。信封共有 2

個，選舉人必須先將填好的選舉票封入其中一個無法識別個人資訊的

信封中，密封後，填妥投票卡，一起封入另外一個較大的信封，接著

郵寄到市鎮公所，或者自行前往市鎮公所投遞到專用的信箱。選舉票

如果未依規定，分別使用 2 個信封密封，在伯恩邦基於維護選舉權考

量，並不會構成無效的事由，但是在部分邦則可能會成為無效。另外，

選舉票必須在投票日前寄達市鎮公所。在瑞士，有將近 9 成的人使用

通訊投票。 

選舉人也可以將選舉票帶至投票所投遞。投票所的開放時間很短，

原則會是在公告投票日的前 1 天至當日，以 2019 年選舉投票日訂為

10 月 20 日，有些地區的投票所會在 10 月 19 日到 20 日開放，部分市

鎮的投票所則只在投票日當天上午開放 4 個小時。對於瑞士而言，雖

然選舉仍然使用投票所，但是其功能僅是收取選舉人已經填妥的選舉

票，由於選舉票都是事先寄給選舉人了，實際上人們很少會在投票所

投票。 

在公民投票的部分，其投票方式與選舉大致相同。有關本會所關

心選舉與公投同日舉行之問題，聯邦層級選舉不會與全國性公投合併

舉行，亦即該年度如果有選舉，則公投會避開選舉的投票日期，聯邦

秘書處就此有安排投票日期的權力，但邦層級公投則未在此限。關於

選舉與公投合併舉行，是否造成以公投案作為選舉動員之工具，受訪

人員表示，由於瑞士公民投票從提案到投票期間可能長達 3 年，因此

對於選舉的動員效果不明顯，通常是於公投連署過程中發揮催化作用。

                                                      
7
 經詢問伯恩邦負責單位，候選人資訊由政黨自行付費印製，每一政黨文宣最多 20 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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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同時舉行公投案數，法規並無明文，通常全國性公投約 2 案到 4

案，但邦層級的公投則依各邦規定，據受訪人員表示，蘇黎世最多曾

有 18 案公投同時舉行的紀錄。 

（四） 電子投票 

瑞士聯邦政治權利法允許採行電子投票（e-voting）。依據該法第

5 條規定，選舉應採用正式紙本選舉票，但電子數據處理的邦投票記

錄憑證應等同於正式選票。該法第 8a 條亦規定，聯邦委員會可以與

感興趣的邦及市鎮協商，採用電子投票實驗計畫，但應限制在各該邦、

市鎮所轄範圍，並以所定投票日期及投票種類為限。依據上開規定，

電子投票雖然是被允許的，但卻非全面採行，而是透過試辦的方式，

在特定地區、特定選舉或公民投票所採行。然而，從 2004 年開始，

經過 15 年左右的試辦之後，瑞士聯邦政府於 2019 年 6 月底宣布全面

停止試驗電子投票，放棄修正政治權利法將電子投票視為投票的第三

管道方式，且最快必須到 2020 年通過安全性的測試之後，才可能再

度恢復採用電子投票。 

瑞士電子投票系統有 2 個主要系統。其中一個系統稱為瑞士郵政

（Swiss Post）系統，是由瑞士郵政公司營運，委託西班牙的 Scytl 開

發。Scytl 的電子投票系統已經被用於全球 42 個國家。另一套系統是

日內瓦系統，由日內瓦邦營運。上述 2 套電子投票，均屬於網路投票

的一種。直到 2019 年為止，已經有 15 個邦分別採用上述 2 套系統其

中之一試行電子投票。然而在 2018 年 11 月，日內瓦系統首先因為經

費不足宣告不再支援，2019 年 5 月的公民投票為該系統最後一次的使

用；2019 年 3 月瑞士郵政系統亦因為安全性漏洞而全面停止使用。因

為專家發現，如果駭客掌控系統管理者瑞士郵政的 IT 基礎建設，就

能竄改投票結果。另外，瑞士郵政自家內部 IT 管理者，也在這個投

票系統擁有修改權利。基於上述漏洞，瑞士郵政宣告 2019 年 5 月的

公民投票全面停止支援。對於聯邦政府而言，「安全」高於「速度」

為採行電子投票的原則，從而，聯邦秘書處將進行全面性的檢討，將

於 2020 年底提出報告，其目標是使用最新一代的系統建立穩定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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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操作。其他措施則包括擴大獨立審核，提高透明度和信任度以及增

加科技專家的參與。現有規定以及流程也應重新檢討。由於兩套電子

投票系統分別遭到停用，2019 年 10 月的國會選舉，將不會使用電子

投票。 

（五） 開票作業 

瑞士開票作業採行集中開票制。所謂集中開票制，是指投票完畢

後，選舉票集中於特定地點進行統一計票與統計作業，例如日本、韓

國、英國等均採行此制，投票所工作人員僅負責投票作業，開票作業

則交由計票中心的人員負責。因而與我國的投開票合一是兩種截然不

同制度。瑞士的集中開票制，因該國投票係以通訊投票為主，在投票

日前，多數選票已經寄達市鎮公所，市鎮公所依各該邦規定期間進行

開票作業。開票人員包括公所職員、自願者甚或是抽籤選出，依據各

邦之規定。開票時，開票人員會先將信封拆開，檢查投票卡是否有效，

如果信封內未附投票卡，則將以無效票計。接著包封選票的信封將會

集中打開，由工作人員計算票數，並製作開票報告，傳送給邦選務單

位，由邦選務單位彙整選舉結果，陳報聯邦政府。 

三、公民投票制度 

（一） 公民投票的制度與類型 

瑞士向來以其公民投票制度而自豪。早在 1848 年制定聯邦憲法

時，瑞士就已經舉行了第一次的全國性公民投票，是針對整部聯邦憲

法的複決公投。至於邦公民投票的歷史則更為久遠。1874 年的憲法規

定公民可要求將聯邦法律交付公投，1891 年起公民可就憲法部分條文

的修正提起公投案。19 世紀時，各邦也逐步發展出公民創制的概念。

例如 1845 年沃邦規定如有 8,000 名的公民連署，即可提出複決案，日

內瓦邦與蘇黎世邦亦隨後跟進。進入 20 世紀後，再陸續引進對國際

條約、緊急或一般性法律的聯邦命令進行複決8。 

依現行瑞士聯邦憲法規定，公投的類型包括：公民創制（Initiative）

                                                      
8
 公民投票案提案審核機制與門檻之研究—以瑞士、美國、義大利、日本、法國法制與運作情形

為比較研究，中央選舉委員會 102 年委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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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民複決（Referendum）。至於公投的範圍則包括：整部憲法的公

投（強制性）、國際條約、加入國際集體安全組織（強制性）、法律、

緊急法令（非依據憲法的緊急法令，且有效期間超過 1 年者為強制性）、

憲法的部分修正等。 

依據聯邦憲法第 138 條規定，10 萬名具有投票權的公民，得於提

案公布後的 18 個月內提出對聯邦憲法的全面修訂。第 139 條規定，

10 萬名具有投票權的公民，得於提案公布後的 18 個月內提出對聯邦

憲法的部分修正。依據上開規定明示，無論是憲法的全面或部分修正，

其連署人數為 10 萬人，相當於有投票權人數 625 萬人的 1.6%，至於

連署期間則均為 18 個月，亦即必須在該段期間內蒐集到 10 萬人的連

署。這是在聯邦層級人民可以提出創制案的唯一形式，亦即只有針對

憲法的修正，才可以提出創制案。 

有關於憲法部分修正提案，可以是以一般性原則的形式提出，亦

可以是具體的修正條文。以一般性原則的形式提出者，如果獲得國會

支持，即由國會依據提議擬具修正草案，並提交公民及各邦公投。如

果國會拒絕該提議，國會應將該提議提交公民投票，如經公民投票通

過，國會應該擬具修正對應提案，再送交公民投票。至於以具體條文

提出者，則應提交公民及各邦公投。國會並應針對該提案提出接受或

拒絕的建議，國會亦可以提出一個相對提案一併提交公投。 

另外一種類型的公民投票為任意複決。當國會通過一項新的法律

或修正現行法律時，國會可以提請公民表決，公民及邦亦可要求進行

複決。依據聯邦憲法第 141 條規定，在國會公告通過法律的 100 天內，

如有 5 萬名公民連署，或有 8 個邦提出，即可進行公民投票，其範圍

包括聯邦法律、超過 1 年的緊急聯邦法令、依據憲法或法律的聯邦命

令（Federal Decree）、國際條約（包括未有期限或終止規定的條約、

加入國際組織、包含重要的法律規定或者其執行須制定聯邦法律）等。

依據上開規定，對於法律的任意複決，必須於公告後的 100 天蒐集到

5 萬人的連署，或者由 8 個邦提出。 

另瑞士並無諮詢性公投。該國公投結果均具有修廢憲法或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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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人員於伯恩向連署志工索取

的空白連署書 

效力，依該國聯邦政治權利法（Federal Act on Political Rights）第 15

條第 4 項之規定，一旦投票結果確定且具修改法律之急迫性時，聯邦

政府或國會應不待最後投票結果即應提出修正法案，或者宣布為緊急

法案以加速生效。但實務上國會卻不輕易駁回有違憲或違反國際法之

公投案，而是以事後國會立法方式予以緩解。換言之，法制面與實務

面尚有落差。此外，如國會認為公投案有違憲、違反國際法等情事時，

亦有以延滯審查交付公投，或以主動修法之方式，以去化是類有疑慮

公投案之遂行。 

（二） 公民創制的程序 

公民欲發動創制案，首先必

須組成一個至少 7 人，至多不超

過 27 人的提案委員會，提案委員

均必須有投票權。委員會的目的

是確定提案的內容及主文，並以

官方語言向聯邦秘書處提出，由

聯邦秘書處譯為其他官方語言。

聯邦秘書處對於提案內容以及主

文會進行形式審查，依據政治權

利法規定，聯邦秘書處會審核提

案的格式是否符合規定、主文是

否造成混淆、是否包含商業或廣告，

並予以必要的修整。聯邦秘書處的

處理期間約為 4 個月。有關聯邦秘書處審核的標準並非明確，該處人

員表示，前此有一公投案文字將「汽車駕駛人」比喻為「牛隻」，經

該處退請提案者修改文字。 

經過聯邦秘書處審核通過後，秘書處即予以公告，提案委員會可

以開始進行連署，連署期間為 18 個月，人數為 10 萬人。除了連署人

的姓名、出生日期、地址、簽名外，依據政利權利法的規定，創制案

的連署書必須包含以下資料：連署人有權行使投票權的邦與市鎮、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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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案的主文與內容，以及在聯邦公報上公告的日期、提案委員會得撤

回提案的規定、敘明任何人偽造連署的結果，或提供、接受基於蒐集

連署目的的賄賂屬於犯罪行為、提案委員的姓名與住址等。 

提案委員會蒐集到的連署書，必須先依據所屬邦及市鎮，由各該

市鎮公所進行查對，這與我國先向中選會提交後，再由中選會函請戶

政事務所查對的順序不同。瑞士市鎮公所查對連署人名冊的期間包含

在 18 個月的徵求連署期間內，因此提案委員會必須確保的時間進行

查對。 

提案委員會接著必須將市鎮公所查對完畢的連署書彙整後，送到

聯邦秘書處進行審核，確認其連署人數是否達到法定連署人數。如符

合，該提案即會提交給聯邦委員會進行審議。聯邦委員會有 12 個月

的時間進行準備。如果聯邦不接受提案，亦可以提出相對提案，此時

準備時間可以延長為 18 個月。 

經過聯邦委員會的審核後，提案接著會移送到國會。國會同樣有

18 個月的時間針對該提案進行討論，以決定該提案是否成立，以及國

會是否要提出贊同或反對的建議給人民以及各邦，但若聯邦委員會提

出了相對提案，則國會的審議期間將修正為 12 個月。必要時，國會

可以延長 12 個月，針對聯邦委員會的相對提案，或者國會自己的相

對提案進行討論。亦即一個提案可能最常會有 42 個月的時間，由聯

邦委員會及國會分別進行審議。最後，當國會做出決定後，聯邦委員

會必須決定投票日期。投票必須在國會決定後的 10 個月內舉行，但

當年度如果舉行聯邦選舉時，則延長為 16 個月內舉行。 

至於任意複決的發動，則無須成立提案委員會。在爭議法案發布

於聯邦公告前，公民即可以進行連署準備，繳交必要文件，並自該法

案公告後起 100 天內徵求 5 萬人的連署。一旦複決提案經聯邦秘書處

審核達到法定連署門檻，即可以進入投票。 

（三） 國會對於公投案的審查 

瑞士國會對於公民創制案有其審查權限。包括格式的審查與內容

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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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格式審查： 

(1) 公投案不得違反格式一致性的原則，違反者依憲法第 139 條規定為

無效。所謂格式一致原則，係指創制案歸創制案、複決案歸複決案，

不得混用。 

(2) 對於憲法部分條文的修正提案，依規定得以一般性原則的形式提出，

亦可以以具體修正條文形式提出。如兩種格式混合呈現，亦應認為

違反格式一致的原則 

(3) 公投案不得違反內容（實質）一致性的原則，違反者為無效。所謂

內容一致性，指一案一事項原則，亦即一個提案應該限制特定主題，

不應該混合幾個不同主題。數個公投案可在同一天投票，因此數個

主題應該分成不同公投案分別提出。此前曾有二個公投案因違反此

一原則，經國會宣布無效，其一為 1977 年的「反物價上漲與通貨

膨脹」，以及 1995 年的「較少的軍事開支與較多投資在和平政策」。 

2. 內容審查 

(1) 依瑞士憲法規定，國會除對於公投提案內容一致性有其審查權，審

查其是否違反一案一事項原則，而此項審查似難謂究係實質或形式

審查。但對於憲法創制案不得違反國際法強制規定之審查，則屬內

容實質審查無誤，違反規定者，將會被國會宣布為無效。就此前有

1992 年瑞士民主黨提出的「政治庇護」公投案，該公投案要求所

有違反法律而抵達瑞士的申請庇護者，必須沒有例外地，立刻被驅

逐出境。此一作法顯然違反日內瓦難民公約第 33 條規定之「不遣

返（non refoulement）原則」的規定。該案經 1996 年聯邦國會宣布

為無效。惟其後復有類似驅逐難民之公投案，國會並未否准該案，

該案嗣雖經公投通過，但國會立法時予以降低其驅逐門檻，作為緩

解。因而引致原提案者（瑞士民主黨）遂再提出更嚴苛之驅逐要件

之公投案，以遂行其原公投旨意。（但因說法不一，尚待作進一步

查證） 

(2) 其次，依該國學者所述，除上開法定不得進行公投之事項外，憲法

中有關基本人權的規定，亦不得加以違反。但因法無明文，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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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案志工於伯恩市市區徵求連署，基於志工之要

求，予以部分遮蔽 

所謂違反基本人權之界限為何？則謂除上開驅逐外國人公投案外，

尚有「禁止興建清真寺尖塔（minaret）」公投案，此公投顯亦有違

反歐洲人權公約及違憲之虞，惟國會並未宣告無效，任由該案進行

公投並投票通過。聯邦雖接受公投結果，但國會於立法時，復以限

制清真寺高度而非禁設尖塔之方式予以緩解。 

(3) 另據受訪者告知，如公投案內容無法執行時亦會經國會駁回。如上

開 1995 年的「較少的軍事開支與較多投資在和平政策」公投案，

除違反一案一事項外，亦因其要求要減少國防支出，但又要達成和

平效果，內容無法強制的執行，亦被宣告無效理由之一。此外，2018

年「禁止牛羊斷角」公投案，不是要求政府禁止牛羊斷角，而是要

求政府必須出資，補助鼓勵牧民不去作牛羊斷角；但聯邦政府認為，

若是政府以資金補助，可能使牧民為了領取補助會把帶角的牛羊拴

起，反而失去放牧的自由，且將加增聯邦政府 1 至 3 千萬瑞郎（臺

幣 3.1 億至 9.3 億）的支出，會排擠到原本農業預算。是項公投亦

屬難以執行之公投。 

（四） 關於公投案之連署問題 

107 年我國公

民投票案共 10 案通

過連署，惟中央選舉

委員會依各戶政事

務所查核結果發現，

有多案發生死亡連

署情事，亦即連署者

於連署期間早已死

亡，因而涉有偽造連

署書疑義。本次前往

瑞士考察，本會人員就有關連署查核，多次詢問各受訪對象。有關瑞

士公投案連署之真偽有無查核機制？若有大量偽造情事？如何處理？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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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國並無嚴格之查核機制，但因查核乃屬各鄉鎮權責，經實地訪查沃

邦費希鎮公所（該公所除民選公職人員外，職員僅 3 人），以其居民

有限，彼此聯繫尚屬緊密，當地人文交流應屬有機連帶，是故連署大

體均應屬實，應不致有大量偽造情事。 

2. 該國亦有連署（公關）公司可有償僱用人員蒐集連署書，但於伯恩市

市區所遇公投提案者街頭邀集連署者，募集簽名者均屬義工，並無有

償者。 

3. 此外，依該國政治權利法第 60 條之規定，虛偽不實之連署人乃違反

刑法之規定。若連署人在多個提案上簽名，則每個提案都必須要附個

別的簽名。倘每個提案是分離的，則多個提案可以在 1 頁上載明清楚。

另詢及如大量偽造連署提案者是否連帶負責？承告，仍以違法行為人

為準，提案者違法當由提案者負責，連署人偽簽則由偽簽者自行負

責。 

另外，關於公投連署的方式，原則上均為紙本。部分邦，例如蘇

黎世，可由網路下載連署書，惟仍應填妥紙本並親自簽署後，送由市

鎮公所查核。經詢各受訪者均表示該國沒有電子連署機制。 

（五） 關於公投爭訟問題 

依瑞士憲法第 189 條第 4 項規定，對於聯邦國會與聯邦委員會之

行為不能提交聯邦法院審理。本此，則經國會宣告無效之公投案，即

為終局決定，無從為司法救濟。但是經國會同意進行公投之案件，則

屬公益訴訟，有投票權人均可就之興訟。例如，2019 年 4 月瑞士聯邦

最高法院即以「聯邦政府提供錯誤資訊誤導選民」為由，宣告由「基

督教民主黨」發起的「婚姻賦稅平等」公投案通過無效。該公投案認

為，依該國法律，已婚夫妻所得應合併計稅，但同居男女的稅卻可以

分開計算，分開計稅的免稅津貼往往比合併計稅來得高，等同於變相

懲罰已婚男女。但公投結果為 50.8%的選民不認為該稅制懲罰已婚男

女，僅略高於持反對意見 49.2%的選民。法院認為聯邦政府於投票前

表示，受稅制影響的夫妻僅 8 萬對左右，卻在公投後將數量上修至 45.4

萬對。基民黨乃委託興訟主張政府提供假資訊誤導選民，法院於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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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選民不可能在投票前知道數字竟然差距 5 倍多，加上差距甚

微，聯邦政府事前提供正確資訊，很可能導致不一樣的結果，據而宣

告公投無效。經以上情詢之當局，承告聯邦政府刻正準備重新辦理該

公投案之投票。 

肆、 心得與建議 

一、 公民投票得否超越憲法核心領域仍待釐清 

瑞士一般係認為乃人民主權而非憲法主權之國家，亦即瑞士憲法沒

有所謂「憲章」及「憲律」的區別，憲法中沒有不可改的永續條款或者

憲法中有實質修憲的限制，意味著人民之決定可以超越憲法基本的核心

領域。但詢之該國學者，卻有不同見解，渠等仍認為雖然所謂憲法基本

核心領域範圍的公投提案，國會應該宣布無效。例如：提案「禁止興建

清真寺尖塔（minaret）」公投案及「回復死刑」公投案，顯然違反該國憲

法基本權的核心價值。但國會有時對此卻未予否准。此際，似不能以人

民主權高於憲法主權予以解讀。相反地，國會乃有意將衝突的意見，視

人民公投之民意取向後，再於立法階段執行時作合憲或合於國際法之干

預。此種作法無寧為該國公投之特色，但於勞費成本或人民法律感情上

似難謂為我國所參採。但該國或認為此為多元種族文化國家之有效處理

方法，不無獨到之處。我國學界向採憲法主權之見解，通說均認為涉及

憲法基本權的核心價值的條款不得修刪。上開通說見解於陳沖所提「負

數票制」公投案中，遭致司法挑戰，臺北高等法院之判決，似認為公投

提案即便事涉變更憲法規定亦非不得公投，蓋立法院或行政機關可於草

擬、修制法律時自行迴避制定合憲之法律，不應否准是類公投案之提出。

惟該案目前刻乃繫屬最高法院中，俟該案判決後，或可稍解公投案究否

應於憲法架構下予以審查？或本會對公投案之審查幅度為何之分際。 

二、 人民公投權行使仍有其極限 

依瑞士憲法之規定，公投提案不得違反國際法之強制規定，如果違

反則為無效。惟該國 2018 年 11 月舉行之「自決創制」公投案主要訴求

為當瑞士憲法和國際協議之間出現衝突時，如瑞士必須更新國際義務，

又要合乎憲法，在無法取得一致之下，瑞士就可以退出這項國際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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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公投未獲通過（約 66%選民和全部的州反對此案），此因大多數認

為，此項提案將迫使瑞士取消現有的條約、削弱人權保護並傷害國家經

驗。但仍可見瑞士人民主權之傳統思維，似有逐漸向憲法主權妥協之勢。

認為國內法不應凌駕國際法之規定。人民公投權之行使，仍應有其極限，

尤其在國際社會彼此互倚互利之情況下，於行使之際，自應審慎將事。 

三、 社會互信是制度成功的核心 

    在瑞士考察的過程可以發現，支撐瑞士民主制度的，不是設計完善

的制度、嚴密防範的規定或措施，而是社會互信。例如，在投票方式上，

瑞士主要的投票方式，有超過 9 成的人口採行通訊投票，通訊投票的主

要優勢，在於投票時間自由，無須在固定期間前往投票所投票，只要收

到選票後自行圈投即可，如此一來，對於任何公民包括身心障礙者均極

為便利。然而，通訊投票絕對無法如同我國投票制度確認每個人都是秘

密地進行投票。但是這並不會造成人們的擔憂，而且在推動電子投票之

後，仍有許多人認同通訊投票。又如，本會人員雖然從我國 2018 年公民

投票實施過程發現存在連署真實性的疑慮，此一問題經詢瑞士政府官員

或學者，亦均表示確實即使在瑞士亦無從防範，惟從渠等反應觀之，似

未認為該問題具有急迫性或嚴重性。與其認為這是制度設計的缺陷，毋

寧相信，這是成熟民主國家的公民對於本國民主制度的信心，亦即人民

相互信任彼此會尊重民主與法治精神，也願意如此做。 

四、 電子投票仍有疑慮 

    從瑞士的實施經驗觀之，電子投票仍具有風險性。目前瑞士的兩個

主要系統均已停用，2020 年是否能通過安全驗證仍無法確定。雖然電子

投票有其便利性，然而當系統發生漏洞，其影響層面不僅是選票之有效

性，更重要的是對於整個選舉結果可信度的疑慮。目前採行電子投票的

國家仍在少數，我國或應持續觀察各國實施狀況，在技術成熟且普及之

後，再行規劃如何應用於我國選舉或公民投票，尚不宜貿然採用。 

五、 民主的過程更重於結果 

    我國是亞洲少數有全國性公民投票制度的國家，或可代表著我國對

於民主制度有較高的信心。然而從瑞士期望引進美國審議式民主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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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觀之，即使該國已有上百年公民投票歷史，且公民投票從提案到投

票時間長達 3 年，然而公民實質參與公投議題的討論仍有欠缺。人們雖

然參與了公投，對於公投內涵的認識仍有不足。更遑論我國在 108 年公

民投票修正前，107 年公民投票法的規定，從公民投票成案到投票竟然

只有短短 1 個月的時間。社會對於公民投票內容認識不足，在片面、偏

頗的資訊接收下，匆忙就前往投票所投票，不僅未有足夠時間瞭解議題，

且受到選舉與公投的雙重動員，決策過程粗糙。如果公民投票的目的在

於補充代議制度的不足，那麼更應該使人民在有充足資訊的前提下，做

出理性的決定。日內瓦大學嘗試引進審議式民主，透過隨機公民、審慎

思辨的過程，使得提案內容的正反意見與資訊可以平等呈現，協助選民

進行選擇，或可為我國之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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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錄 

一、瑞士公民投票預定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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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伯恩邦公投票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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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赴瑞士考察選舉及公民投票實施概況參考討論題綱 

1. 貴機關主要職掌包括舉辦選舉及公民投票事務，請問貴機關為常設或臨時編

制機關？是否有各級選舉機關之設置？其組成情形如何？在制度設計上如何

確保選務機關在選舉過程中的獨立性？  

2. 有關公民投票案提案之審核程序及標準為何？另為釐清各項公民投票提案之

相關爭點，是否有舉行聽證會或其他機制？  

3. 有關公民投票之提案與連署，公民投票提案或連署時，民眾應提供之個人資

料為何？在個人資料保護上，主管機關有無保障措施？主管機關可否接受民

眾以提供電子檔案方式送件？或僅限於紙本方式受理？又如何宣傳公投案?  

4. 對於公民投票提案的反對方如何參與審核程序？如何界定公民投票案的反對

方？  

5. 公民投票提案如不符規定予以駁回，提案人是否有方式提出救濟？  

6. 公民投票公告成立後，政府是否會採行協助措施使民眾瞭解公投案內容？主

管機關是否以政府經費舉辦辯論會或意見發表會，或是印行公民投票手冊(公

報)？  

7. 聯邦委員會如何裁決哪項公投案將於下次投票時舉行？相反議案是否會同一

日進行投票？  

8. 貴國每次辦理公民投票案數約為 2 至 3 案，惟公投提案眾多，是否有考慮過

提高每次投票的公投案數？ 

9. 對於公投結果有疑慮，瑞士的申訴流程是什麼?申訴時程?相關工作小組由誰

組成？ 

10. 各國對於公民投票是否與選舉同日舉行有不同規定，貴國是否曾有公民投票

與選舉同日舉行之經驗？如果有，主要考量因素為何？是否曾有不同意見？ 

11. 選舉機關如何設置投票所？據瞭解貴國有將近 9 成的公民是使用通訊投票，

未親自前往投票所投票，如何解決投票秘密的問題？ 

12. 選舉機關如何協助身心障礙者、住院病患、年長者等有特殊需要之選民投票？

受監護宣告者可否在選舉或公民投票時行使其投票權或公民投票權？ 

13. 貴國對於電子投票的立場為何？是否考慮推動以區塊鏈技術應用於選舉？ 

14. 我國公民投票法規定，主管機關應建置電子系統，提供提案之領銜人徵求提

案及連署。貴邦是否有建置電子公民投票連署系統，便利民眾可以透過網站

或其他方式徵求提案及連署？ 

15. 貴邦投票結束時間為何？投票結束後如何開票?在開票作業程序上有無特別

規劃？ 

16. 瑞士如何招募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這些人員有無身分或職業上之特別限制？

另每個投票所配置多少位工作人員？支給工作費之情形為何？ 

17. 瑞士公民投票連署時，領銜人繳交連署人名冊後，查對程序為何？ 

18. 是否有已死亡者仍簽署名冊或由他人代簽之虛偽連署情事？是否有事前防

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