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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军事设施保护法》若干规定

（1993 年 9 月 14 日安徽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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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第一条 为保护我省军事设施安全，保障军事设施的使用效能和军事活动的正常

进行，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

（以下简称《军事设施保护法》）和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军事设施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必须共

同保护军事设施，维护国防利益。

第三条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范围的划定或者调整，应当在确保军事设施安全

保密和使用效能的前提下，做到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兼顾自然环境保护和当

地群众的生产生活。

第四条 省、市、县（市、区）均应成立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其成员由地方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驻军团以上单位及

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主任由同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担任，设副主任若干人。

各级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办事机构，分别设在省军区、军分区司令部和人武部，

由当地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指定人员共同组成。

有军事设施的乡镇应设立相应的保护组织，负责军事设施保护工作。

第五条 各级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负责辖区内军事设施保护工作，其职责是：

（一）贯彻《军事设施保护法》、国家关于保护军事设施的方针、政策和本规定，

制定保护军事设施的具体措施，并监督、检查其执行情况；

（二）负责协调解决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和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划定、

撤销、变更和保护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及时处理保护军事设施工作中发生的矛盾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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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制止危害军事设施安全保密的行为；

（三）组织和开展保护军事设施的宣传教育工作，增强人民群众的国防意识；总

结、交流军事设施保护工作的经验；表彰保护军事设施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第六条 军事禁区、军中管理区范围的划定，由其所在的市、县（市、区）人民

政府和军分区、人武部以及驻军部队共同提出方案，逐级上报省人民政府和南京军区

批准。空中军事禁区和特别重要的陆地军事禁区的范围，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划定。

第七条 根据保护禁区内军事设施的要求，确有必要时可在禁区外围划定安全控

制范围。划定安全控制范围，应依照第三条的规定，尽量控制在最小地域。在城市规

划区内，应与城市规划相协调。划定办法依照第六条规定办理。

军事禁区外沿与军事管理区相连的，一般不再划定安全控制范围。

第八条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需要征收、征用（包括已经征收、征用）集体所

有的土地、山林、水面或者需要使用（包括已经使用）国有土地、山林、水面的，均

应按有关土地管理的规定申请办理征收、征用、使用手续；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督促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办理。

第九条 对有特殊保护要求的军事设施，确有必要扩大已划定的军事禁区、军事

管理区范围或安全控制范围的，应商得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同意，由市军事设施保护委

员会确定方案，报省人民政府和南京军区批准。

第十条 已划定的军事管理区、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因改革开放和经济

建设需要调整其范围的，可由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提出方案，经上一级军事设施保

护委员会确定，报省人民政府和南京军区批准。确有必要在军事管理区、军事禁区外

围安全控制范围内划出对外开放通道的，依照前款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军事禁区及其外围安全控制范围划定后，应在其外沿设立标志牌。标

志牌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按规定制作，设置地点由当地县级人民政府与军事

设施管理单位商定。

第十二条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单位以外的人员进入或者通过军事禁区、军事

管理区的，应按照管理单位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并严格遵守其管理制度。

第十三条 军事管理区的军用机场，其端、侧净空区域严禁修建超高建筑物、构

筑物和影响机场通信、导航的设施；禁止在飞机紧急起降道、疏散道、停机坪附近堆

晒粮食和其他物品。

第十四条 划为军事管理区的军民合用机场、港口、码头，应建立由军队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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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单位人员共同组成的统一管理机构，划定各自使用的区域范围，制订相应管理制

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在军民合用的机场、港口、码头区域内违章建筑

或堆放易燃易爆、化学有毒物品。

第十五条 禁止在军事管理区的雷达、观通阵地、通信、技侦、观测固定台站附

近修建影响其使用效能的设施。

第十六条 在军事管理区附近建设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

中外合作考察项目，应按有关规定办理批准手续。

第十七条 没有部队驻守、已封闭伪装的设防工程，由军队团以上主管单位委托

当地人民政府或人武部组织人员予以保护。

第十八条 军事助航、导航、测量、禁锚等标志，由设置标志的单位委托当地人

民政府或企事业单位予以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迁、移动军事助航、导航、

测量、禁锚等标志，确需拆迁、移动的，由拆迁、移动单位事先征得设置标志单位同

意，并逐级上报省军区、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九条 在军用通信、输电线路附近从事生产、建设性活动，对危及通信、输

电线路安全的，应事先征得军队团以上主管单位同意，并采取防范措施后方可进行。

第二十条 禁止在军用铁路、公路专用线、军用输油、输水管道限界内挖沟、取

土、损坏交通标志或修建固定设施。禁止在军用铁路专用线上连接轨道，确需连接轨

道的，向驻地军运主管单位提出申请，报南京军区主管部门批准。禁止在军用输油、

输水管道上连接管道和在危害管道安全的范围内堆放易燃易爆、化学有毒物品或倾倒

腐蚀性物体。

第二十一条 经批准保留的旧机场，可委托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有关单位按军

事设施主管部门的意见管理使用，其所有权不变。军事单位因作战或训练需要时，使

用单位应予归还。

第二十二条 开辟新的开发地区、港口、码头、机场，涉及军事设施安全保密时，

应按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因对外开放需迁建、改建军事设施的或开放地区内暴露的国

防工程、军用架空明线需进行封闭伪装或埋入地下的，其所需经费按国家有关规定予

以解决。

第二十三条 经批准对军事禁区进行摄影、摄像、录音、勘察、测量、描绘、记

述以及进行专业飞行活动的，所获资料送交省军区和驻军有关部队审查，经保密技术

处理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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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因划定军事禁区、军中管理区、军事禁区外围安全控制范围而使当

地经济发展受影响的乡镇，各级人民政府应在经济上给予适当扶持。军事设施管理单

位应积极支持当地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第二十五条 对破坏、危害军事设施的人员，由执法机关依照《军事设施保护法》

及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