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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
游行示威法》办法

（1990年 4月 13日安徽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0年8月21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1年 12 月 28 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条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保障公民依法行使集会、

游行、示威的权利，维护社会安定和公共秩序，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和本办法。

第三条 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予以保障。

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必须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不得违反宪法

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第四条 集会、游行、示威的主管机关，是集会、游行、示威举行地的市、县公

安局、城市公安分局；游行、示威路线经过两个以上县（市、区）或设区的市的，主

管机关为所经过区域的共同上一级公安机关或由省公安厅指定的设区的市公安机关。

第五条 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中华

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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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申请集会、游行、示威，其负责人必须持本人居民身份证和其他合法的

身份证件，在申请举行日期的五日前向主管机关递交申请书。

集会、游行、示威的申请书应当写明：

（一）目的、方式；

（二）开始和结束的时间，集合和解散的地点，途径路线；

（三）使用的标语、口号及其他宣传品的内容、名称、数量；

（四）参加的人数，使用车辆、船舶、音响设备的种类、名称、数量；

（五）负责人的姓名、职业、住址，如负责人有两个以上的，应在其中确定一个

主要负责人。

申请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必须同时填写申请登记表。

第七条 以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的名义组织或者参加集会、游行、

示威的，必须经本单位负责人批准；申请书必须加盖该组织的公章。

第八条 主管机关接到集会、游行、示威申请书和申请登记表后，应当在申请举

行日期的二日前，将许可或者不许可的书面决定送达其负责人。不许可的，应当说明

理由。逾期不通知的，视为许可。由于申请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的原因，致使

主管机关无法送达的，视为撤回申请。

因突然发生的事件，临时要求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必须立即书面报告主管

机关并填写申请登记表。主管机关接到报告和申请登记表后，应当立即审查，作出许

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

第九条 因要求解决具体问题而申请集会、游行、示威的，主管机关可以通知有

关机关或者单位，同申请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协商解决问题，并可以将申请举

行的时间推迟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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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机关、单位和申请人必须在推迟举行日期的三日前将协商结果通报主管机关。

第十条 主管机关在决定许可集会、游行、示威后，遇有特殊情况可能影响集会、

游行、示威顺利进行或者严重影响交通和社会秩序的，可以变更集会、游行、示威的

起止时间、地点、行进路线、参加的人数，并及时通知其负责人。

第十一条 申请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许可：

（一）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三）煽动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

（四）将直接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

第十二条 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在提出申请后接到主管机关通知前，可以

撤回申请；在接到许可通知后，决定不举行的，应当及时书面报告主管机关；参加人

已经集合的，应负责解散。

第十三条 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对主管机关不许可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

接到决定通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人民政府应当自接到申请

复议书之日起三日内作出决定。

第十四条 公民不得在其居住地以外的市、县发动、组织、参加集会、游行、示

威。

第十五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组织或者参加违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职责、义务的集会、游行、示威。

第十六条 集会、游行、示威必须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事项和平地进行。集会、

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必须负责维持集会、游行、示威的秩序，并严格防止其他人加入；

必要时应当指定专人协助人民警察维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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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和维持秩序的人员应分别佩带明显标志。标志样品应

当在申请时一并送主管机关备案。

第十七条 对依法举行的集会、游行、示威，主管机关应派出人民警察负责维持

秩序，保障集会、游行、示威的顺利进行。

主管机关应依法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下列行为：

（一）以暴力、胁迫等手段扰乱集会、游行、示威的；

（二）聚众冲击集会、游行、示威的；

（三）其他人员加入集会、游行、示威队伍的；

（四）以其他手段破坏集会、游行、示威正常进行的。

第十八条 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时，严格禁止下列行为：

（一）使用暴力或煽动使用暴力；

（二）拦阻车辆、阻塞交通，破坏交通工具或交通设施；

（三）携带武器、弹药、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物及其他足以危害人身、财产安全

的物品；

（四）沿途刻画、涂写或者张贴宣传品，侵占、损毁绿地、园林、公共设施、公

私财物；

（五）投掷妨碍公共秩序或者危害人身安全的物品；

（六）诽谤、侮辱他人或者制造、传播谣言、扰乱公共秩序；

（七）在桥梁、铁路道口停留或者集会，或者以静坐方式举行示威活动；

（八）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煽动他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第十九条 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时间限于早六时至晚十时，经当地人民政府

决定或批准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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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集会、游行、示威，严禁使用高音喇叭。

第二十条 集会、游行、示威在党政领导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广播电台、

电视台及其他要害单位所在地举行或者经过的，主管机关为了维持秩序，可以在附近

设置临时警戒线，未经人民警察许可，任何人不得逾越。

临时警戒线为有金黄色标志的警戒柱、警戒带、警戒栏或者警戒标志线。

第二十一条 在下列场所周边距离十米至三百米内，不得举行集会、游行、示威，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除外：

（一）国宾下榻处；

（二）重要军事设施；

（三）航空港、火车站、港口。

前款所列场所的具体周边距离，由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二条 游行、示威队伍遇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能按照许可的路线行进时，

人民警察现场负责人有权临时改变游行、示威队伍的行进路线：

（一）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或者交通严重堵塞的；

（二）发生火灾事故的；

（三）发生重大刑事案件、严重治安案件的；

（四）遇有其他不可预料情况的。

第二十三条 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警察应当予以制

止：

（一）未依法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的；

（二）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目的、方式、标语、口号、起止时间、地点、路线

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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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进行中出现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不听制止的，人民警察现场负责人有权命令解散；拒不解

散的，人民警察现场负责人有权依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必要的手段强行驱散，并对拒

不服从的人员强行带离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

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的人员，越过依照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设置的临时警戒线、

进入本办法第二十一条所列不得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的特定场所周边一定范围或者

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民警察可以将其强行带离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

第二十四条 公民在其居住地以外的市、县发动、组织集会、游行、示威的，公

安机关有权予以拘留或者强行遣回原居住地。

第二十五条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和本办法的，依法追究集

会、游行、示威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外国人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举行集会、游行、示威，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和本办法规定。

外国人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未经主管机关批准，不得参加中国公民举行的集会、游

行、示威。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 1月 13日安徽省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的《合肥市关于游行、示威的暂行规定》同时废

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