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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選舉的投票率，本欄在歷次選舉前後已經有不少討論，尤其是在 2021 年立法

會選舉之前，對香港過去及國外中央和地方層面選舉的投票率也有相當詳細的分

析和梳理，在此不再重複引用。上周本欄已經詳細引用過去的數據和我們研究之後

得出的結論，就是 2021 年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和時段模式是受當年的新冠疫情影

響；我們的判斷是，如果不是在關鍵時刻「當機」，區議會選舉投票率是有機會超

過三成。 

 

今屆區議會選舉投票率目標是超過三成，起碼和 2021 年立法會的投票率看齊，達

到甚至超過 30.2% ，已經是人所共知的「政治目標」，那為何要以 30.2%定為今屆

區議會選舉的目標？在本欄 2021 年 11 月的兩篇文章中已經指出，「投票率」本身

是受很多因素影響，本身的高與低也不能和政治的好壞優劣拉上關係。簡而言之，

投票率不是愈高就愈好。如果在一般的民主選舉中，投票率這東西是「政治中性」，

高低只是一個客觀事實。 

 

「大風吹與揼石仔」 

 

至於在香港的特定政治環境中，在完善選舉制度之前，無論在立法會或區議會選舉

中，建制派都不希望投票率太高。而我們從事選舉研究近 20 年，也得出一條「鐵

律」，就是「相對而言，投票率低對建制有利」。過去建制派內流行過一句選舉術語，

叫「大風吹對揼石仔」，建制派的選舉策略，是深耕細作，步步為營。最典型的做

法，先在地區設立辦事處，招聘有能力、肯苦幹的人士從事地區工作，通過日常接

觸及服務提供，去和區內居民建立緊密關係，「蛇齋餅糉」更是常用建立良好關係

的手段。這些個人關係，就等於「揼石仔」，是一塊一塊地揼出來。 

 

但反對派的選舉策略就靠製造議題，激化對立，製造恐慌，如果有足夠材料的話，

最好是再加仇恨和怨憤。總而言之，氣氛愈差，他們的得票愈高，那就像一陣大風

颳起，來勢洶洶，但大風過後，又回復平靜。反對派必須把分寸拿揑得非常準繩，

大風對正選舉那一兩個星期颳起，選舉之後，就事過境遷，就算「後真相」又如何，

反正大局已定。 

 

 

 



 

「築堤壩與發大水」 

 

從選舉民調來看，建制幾乎每次都是高開低走，最終勝負關鍵，就是低走得快急還

是緩慢。如果反對派的「大風吹」不大吹得起來，只是 3 號風球，那建制派就選舉

佔優；如果好像 2019 年那樣颳到山竹、天鴿的水平，那建制派就一敗塗地。 

 

「揼石仔」和「大風吹」是一個對雙方選舉策略相當貼切又形象化的描述，但卻無

法結合起來，表達出建制派和反對派在選舉上的對立競爭性。個人在為相關人士說

明這個選舉關係時，改用了另一套表述：「築堤壩與發大水」。以前在舊社會，最嚴

重的自然災害就是洪澇，也就是俗稱的「發大水」。面對暴雨降臨令到河道水位驟

升，時人就主要靠修築堤壩來防範大水。堤壩靠工人「揼石仔」逐寸增高，但能否

擋得住洪水，就不止是靠民眾築高一點堤壩，而同樣要視乎洪水有多兇猛。2012 年

和 2016 年的選舉，堤壩就頂得住洪水，但到 2019 年，就算堤壩確實築高了許多，

但洪水太猛，最終都是高過堤壩。 

 

投票率成明顯政治基礎 

 

所以文章前面提出那條鐵律時，個人特別加了一個前提，就是「相對而言」。因為

過去的投票率是由「建制派」和「反對派」兩大陣營的支持者共同構成，只不過我

們是「揼石仔」，一寸一寸地加上去；對手就是靠大風吹，有時風細，有時風大。

建制派的票數是穩步增加，循序漸進；反對派就大起大落，視當時政治形勢和社會

氣氛而定。所以過去認為投票率低對建制派有利，那個低不是「絕對的低」，而是

「相對的低」，也就是反對派構成的那一塊低！ 

 

經過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反對派已經被各級選舉拒諸門外，那「投票率」也就不再

是之前陳述那兩個層次的政治意義。由 2021 年的立法會選舉開始，各級選舉都只

會是由「建制派」，又或者是「廣義建制派」參與。所謂「五光十色」，其顏色光譜

就是反映「廣義建制派」內的政治光譜。在 2021 年之後的選舉中，投票支持了這

個「廣義建制派」內政治光譜的選民，換一個角度來看，那其實就是「廣義建制派」

的政治基礎。所以我們現在講的這個「投票率」，已經不再是第一個層次所講的「政

治中性」的投票率，也不是第二個層次「築堤壩與發大水」的敵我消長關係，而是

「廣義建制派」明確顯露出來的政治基礎。當然，不投票的民眾不等於不支持建制、

不支持政府，但如果參與投票，那就起碼代表建制派參選的政治領袖已經和他們建

立了一種明確的政治聯繫，所以 30.2% 才成為一項指標。長遠而言，這個代表明

顯的政治基礎希望可以與時俱進，逐步擴大提升，而 30.2%只是一個起步點，這就

是全香港都要「拼三成」的政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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