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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不在籍投票之必要性 

2021.07.13 

王亭勛（本聯盟智庫兼職研究員、東吳大學政治系學生） 

  因為疫情不斷延燒，導致許多活動都受到影響，連預計 8 月登場的公

投也深受其害。雖然近期疫情有趨緩的跡象，中選會仍於 7月 2日宣布原

定 8月 28日舉行的公民投票，將改至 12 月 18日進行投票。此消息一出，

加上立法院近期將討論如何把「不在籍投票」納入法律之中。公投能法搭

上「不在籍投票」的順風車瞬間成了熱門話題。國民黨提案召開臨時會，

希望修改《公民投票法》，將不在籍投票納入其中，並搭上公投延期的順風

車，讓 12月 18 日的公投就能採用不在籍投票。然民進黨卻認為不在籍投

票應另立專法審議，並非短短三日的臨時會就能解決。因此，本文欲藉此

機會探究為何不在籍投票至關重要，以及未來是否適用至一般的政務人員

選舉？ 

  事實上，根據《公民投票法》第 25 條規定：「主管機關辦理全國性公

民投票，得以不在籍投票方式為之，其實施方式另以法律定之。」換句話

說，不在籍投票早在 2003年就已被明文寫入法律之中，惟「實施方式另以

法律定之」使其受阻。然為何不在籍投票重要呢？從政治學的觀點來看，

不在籍投票不單單能提升投票率，對於讓憲法賦予我國公民的投票權更加

完善。攤開歷年總統選舉的投票率，從 2000 年後便逐步下滑，直到去年

（2020）才又止跌回升。 

  去年投票率的止跌回升多數人將「亡國感」視為關鍵因素，然該現象

是否為曇花一現，目前仍不得而知，但站在外地打拼生活的異鄉遊子的立

場來看，投票這件事對他們而言著實花費過高的成本。舉凡交通費、移動

的時間，再加上候選人雙方差距若過於懸殊，無疑會降低返鄉投票的意願。

倘若不在籍投票真能實現，對異鄉遊子而言，投票不再是困難的事，勢必

會大幅提升他們參與投票的意願。對海外公民而言亦是如此。因此，無論

是國民黨提倡的修改公民投票法的提案，抑或是民進黨另立專法的提案，

不在籍投票的通過都刻不容緩。 

  至於不在籍投票該如何實踐，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李進勇表示，

選務機關支持不在籍投票，但牽涉到方式有很多包括電子投票〔1〕、提前

投票〔2〕、代理投票〔3〕、通訊投票〔4〕等，所以要達到一致共識需要相

當時間。就目前而言移轉投票 是最為可能的，但因為立法程序、行政作業



的流程，最快要等到 2023年的公投才會實施。本文認為，中選會的考量其

來有自，但考量的範圍應可再擴大，縣市首長、立委，甚至總統選舉都應

一並納入考量。參照各國的經驗，如印尼於 2019 年的總統大選，台灣就曾

設立 34 處投票所，方便印尼移工投票。其他東協國家亦是如此；再放眼全

球，早已有 115 個國家推動不在籍投票。 

  是故，本文呼籲政府應嚴正看待不在籍投票一事，相關部會與立法機

關應謹慎且快速地完成相關法律的制定，其中應包含不在籍投票的方式、

開票的時間等，避免讓 2018 年混亂的開票情形或 2020 年美國總統選舉人

民不信任投票結果等悲劇重演，讓下一次的公投中乃至公職人員選舉即可

施行不在籍投票。 

〔註〕 

〔1〕為一種投票設備，使用者直接按鈕，就可以投票給自己所支持的候選

人。 

〔2〕為了選民因故而無法到投票所現場行使投票之權利時，提供其他行使

投票權的途徑。 

〔3〕委託其他具有投票權的選民進行代理。 

〔4〕因故無法於投票日當天返回戶籍地投票，可事先向主管機關申請，由

主管機關寄送到指定聯絡地址的選票，選民在圈選完候選人之後，必

須在指定的時間內將選票彌封在專用的信封內寄回選務部門即可。 

(以上言論不代表本會任何立場，目的只是希望引導大家交流討論，也竭誠

歡迎回饋: star89037@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