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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

（1997年 7月 26 日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建设，由城市居民群众

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促进城市基层社会主义民主和城市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其派出机关对居民委员会

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居民委员会协助不设区的市、市

辖区的人民政府或其派出机关开展工作。

第三条 居民委员会的任务：

（一）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

法权益，教育居民依法履行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

（二）组织居民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文明小区和文明家庭等

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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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开展社

区服务活动；

（四）调解民间纠纷，促进居民家庭和睦、邻里团结；

（五）协助人民政府或其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公共卫生、计划生育、拥军优属、社会救济、

青少年教育、再就业等项工作；

（六）向人民政府或其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和提

出建议；

（七）多民族居住地区的居民委员会，应当教育居民互相帮

助，互相尊重，加强民族团结；

（八）召集和主持居民会议，向居民会议报告工作，并执行

居民会议的决议。

第四条 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居住状况，按照便于居民自治

的原则，一般在 100户至 700户的范围内设立。

居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规模调整，由不设区的市、市辖

区的人民政府决定，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

第五条 居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 5至 7人组成，

具体人数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根据居民委员会的规模

大小确定。多民族居住地区，居民委员会应有少数民族的成员。

第六条 居民委员会成员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

的政策，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办事能力，公道正派，热心为居民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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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居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本居住地区全

体有选举权的居民或者由每户派出代表选举产生；根据居民意见，

也可以由每个居民小组选举代表 2至 3人选举产生。居民委员会

每届任期3年，其成员可以连选连任。

第八条 居民委员会的选举工作，在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

人民政府及其派出机关的指导下，由居民会议推选的选举委员会

主持进行。

第九条 居民委员会成员的选举一般实行差额选举，差额选

举的候选人数，应多出应选人数 1至 2人。

第十条 居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由居民小组推荐；本居住

地区有选举权的居民 20人以上或者户代表 10人以上联名，也可

以推荐。经过民主协商，由选举委员会根据较多数居民的意见，

确定正式候选人，并于选举日前 3天，以姓氏笔划为序张榜公布。

参加选举的选民对于正式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另选他

人，也可以弃权。

第十一条 候选人得赞成票数超过参加选举人员的举数，始

得当选。获得过半数赞成票的候选人超过应选名额时，以得赞成

票多的当选。获得过半数赞成票的候选人数少于应选名额时，应

当在没有当选的候选人中另行投票选举，以得赞成票多的当选，

但是，所得的赞成票须超过投票人数的三分之一。

当选的居民委员会成员应报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

备案，并发给居民委员会成员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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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居民会议由 18周岁以上的居民组成。

居民会议可以由全体 18 周岁以上的居民或者每户派代表参

加，也可以由每个居民小组选举代表2至 3人参加。

居民会议须由全体 18周岁以上的居民、户代表或者居民小组

选举的代表的过半数出席，才能举行。会议的决定，由出席人的

过半数通过。

第十三条 居民会议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听取并审议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二）讨论决定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发

展规划；

（三）听取并审议居民委员会财务收支情况报告；

（四）补选、撤换居民委员会成员；

（五）制订、修改居民公约和有关规章制度；

（六）改变或撤销居民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七）讨论决定涉及本居民委员会全体居民利益的其他重要

事项。

第十四条 居民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涉及全体居民利益

的重要问题，居民委员会必须提请居民会议审议。居民会议讨论

决定的重要问题，必须及时告知全体居民。

第十五条 居民委员会决定问题，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

则。

居民委员会进行工作，应当采取民主的方法，不得强迫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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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居民委员会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治安保卫、

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社区服务等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成员可以

兼任下属委员会的成员。居民较少的居民委员会可以不设下属委

员会，由居民委员会成员分工负责有关工作。

第十七条 居民委员会可以根据居民居住情况分设若干居

民小组，小组长由居民小组推选。

第十八条 居民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公益事业要从实际

出发，量力而行，所需费用，经居民会议讨论决定，可以从居民

委员会的经济收入中提取，可以根据自愿原则向居民筹集，也可

以向本居住地区的受益单位筹集，但是必须经受益单位同意，不

得硬性摊派；收支帐目应当公布，接受居民监督。

第十九条 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来源，居民委员会成员

的生活补贴的范围、标准和来源，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

政府或其上级人民政府规定并拨付；经居民会议同意，可以从居

民委员会的经济收入中给予适当补助。当地政府应保障居民委员

会专职成员的收入不低于当地企事业单位职工收入的平均水平。

第二十条 对现任的居民委员会成员，应当给予适当的医疗

补贴；对长期专职从事居民委员会工作，离开工作岗位后无固定

收入的，应当给予适当的养老补贴。医疗补贴和养老补贴的范围、

标准和资金来源，由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或其上级人民

政府规定。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或其上级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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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居民委员会成员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制度。

第二十一条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居民

委员会积极发展经济，兴办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事业，并在资金、

场地、设施等方面给予支持。

新建小区的公共设施移交当地人民政府后，可交由居民委员

会管理，用于发展社区服务事业。

第二十二条 居民委员会的办公用房，由当地人民政府统筹

解决。

新建、改建居民区的居民委员会的办公用房，应当纳入城市

建设规划。

第二十三条 居民委员会管理本居民委员会的财产，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和挪用。

第二十四条 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支持所

在地的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其职工及家属、军人及随军家属参加

居住地区的居民委员会；其家属聚居区可以单独成立家属委员会，

承担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在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或其

派出机关和本单位的指导下进行工作。家属委员会的工作经费、

办公用房和家属委员会成员的生活补贴费，由所属单位解决。

第二十五条 市、市辖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需要居民委员

会或者它的下属委员会协助进行工作，应当经市、市辖区人民政

府或其派出机关同意并统一安排。委托居民委员会办理有关事项，

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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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适用于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设立的居

民委员会。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民政部门负责

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1997年 10 月 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