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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国家冷战时期以应对核战争为目标的政府不间断运行特征；介绍“９·１１”以后以
应对巨灾为核心的政府不间断运行的新特征以及美国联邦政府 ＣＯＯＰ计划流程；最后从划分关键职能、建立人
才储备、规划合适的备用工作场所、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机制、注重保存重要记录以及建立 ＣＯＯＰ计划并纳入
法制轨道５个方面提出了对我国巨灾应急管理的启示，这对于推动和发展我国巨灾情景下的政府不间断运行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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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灾难性事件频发，严
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如２００１年美国“９·
１１”恐怖袭击事件、２００３年伊朗巴姆 ６３级强地
震、２００４年印尼 ９１级强地震引发的大海啸、
２００５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事件以及 ２０１０年海地
７３级地震，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
失，而且也因政府工作人员大量伤亡、基础设施

破坏殆尽致使灾区政府机关陷入瘫痪，无法正常

运行其救灾和维护基本社会秩序的职能。因此，

是否能在灾难发生之前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保证

巨灾发生后政府能够不间断运行，成为巨灾应急

管理的重要内容。

所谓政府不间断运行（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ＯＰ）就是在自然的、人为的或技术的灾难发生
时，能够使政府部门继续运行其关键职能（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的指导方针和安排［１］。政府不间断运行

的基本思想可追溯到二战时期，英国为了反击纳

粹德国空军的进攻、避免权力真空而制定了政府

不间断运行方针。冷战时期，为了应对核威胁，

美国、英国、法国等多个国家都制定了政府不间

断运行方案，从而保证当核战争爆发后政府关键

职能继续运转。随着冷战的结束，政府ＣＯＯＰ也逐
渐被搁置。２００１年美国“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发生
后，政府不间断运行再次受到美国联邦政府的重

视；尤其是在２００４年查理飓风和２００５年卡特里娜
飓风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将政府不间断运行的内

容从核战争扩展到巨灾应急管理领域。

近年来随着各类巨灾的频繁发生，不仅使美

国政府重启ＣＯＯＰ计划，而且不少学者也开始对政
府不间断运行（ＣＯＯＰ）问题展开研究，例如 ＲＥｒｉｃ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分析当前美国国会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针
对国会发展 ＣＯＯＰ提出了具体的建议［２］；ＷｉｌｌｉｅＪ
Ｐａｔｒｉｃｋ分析威尔明顿市紧急医疗服务系统如何维
持不间断运行 ［３］；ＪｅｓｓｉｃａＬＬｏｗｔｈｅｒ尝试着将损失
评估软件 ＨＡＺＵＳ－ＭＨ应用于 ＣＯＯＰ的制定中［４］；

ＰａｕｌＭＷｈｉｔｗｏｒｔｈ分析了灾难情景下公园在政府不
间断运行中可能发挥的作用［５］；ＢｌａｉｎｅＲｅｅｄｅｒ提出
了基于情景设计的公共卫生机构 ＣＯＯＰ的制定方
案［６］。我国也是一个巨灾频发的国家，当前我国

学者针对巨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巨灾保险方

面［７－８］，但巨灾情境下政府不间断运行领域的研究

尚未见公开报道，国内学者仅仅在企业的业务持

续管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ＣＭ）进
行了必要的探索 ［９－１１］。因此借鉴西方国家政府

ＣＯＯＰ的成功经验，提出建设我国政府 ＣＯＯＰ的对
策，对于提高我国巨灾应急能力、减少灾难造成

的损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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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冷战时期以应对核战争为目标的政
府不间断运行

　　如果说二战时期的政府 ＣＯＯＰ处于萌芽状态，
各方面还不成熟的话，那么到了冷战时期政府ＣＯ
ＯＰ则得到了充分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
着美苏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的日益冲突，东西两

大阵营对抗逐渐进入到了全面而紧张的对峙状态，

核战争问题引起了双方的高度关注。在这个背景

下，西方各国为了保证核战争发生后政府关键职

能仍然能够持续运行，一些国家纷纷制定政府ＣＯ
ＯＰ，并采取了强有力的保障措施。
１１　建立法律制度，保证政府不间断运行

完善的法律制度为政府不间断运行提供了法

制基础和制度保障。冷战时期西方各国为了推进

政府ＣＯＯＰ建设，纷纷采用立法的形式保障 ＣＯＯＰ
各项任务的实施。以美国为例，美国政府就是通

过颁布一系列法律和总统行政法令的方式不断加

强并完善政府不间断运行能力建设，确保政府在

核战争爆发时能够持续运行。①通过立法确定总
统最高指挥权的不间断运行，如１９３９年罗斯福总
统通过发布《行政命令８２４８号》改组总统行政办公
室，将白宫办公厅、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国家资

源规划委员会、政府报告办公室（ＯＧＲ）作为紧急
情况下的应急部门，并规定这些机构的领导可替

代总统执行决策权［１２］；１９４７年杜鲁门总统颁布的
《国家安全法》中规定若总统无法正常履行职权，

可赋予总统办公室行使职责法令的权利［１３］。②提
供政府不间断运行所需的基本保障，如根据《国家

安全法》规定建立了美国国家安全资源局（ＮＳＲＢ），
其主要职责是在危急情况下供应必要的资源；１９６１
年肯尼迪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１０９５２号》，该法
令要求加大建设核辐射避难场所的资金投入，并

重组应急规划办公室，旨在保证政府的不间断运

行［１４］。③确定核战争爆发时政府各部门的职责，
１９６９年尼克松总统签署《行政命令１１４９０号》，该
法令规定各分支机构在职位更替、职权授予、保

管记录、替代指挥设施以及其他紧急行动操作时

必须有备份计划［１５］；１９８８年里根总统颁布的《行
政命令１２６５６》中针对突发灾难性事件下联邦各部
门的职责进行了详细的规定［１６］。

１２　分散政府关键人员，确保政府不间断运行
政府关键人员的缺失会造成政府运行的中断，

因此，核战爆发时保护政府关键人员的安全，是

确保政府关键职能不间断运行的基础。关键人员

在政府不间断运行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

西方各国都注重保护关键性人员的安全，并将其

分散安置。如一旦爆发核战争，丹麦将皇室成员

和重要政府官员分为两部分，分别安置在两个地

堡复合体内，即使其中的一个地堡被摧毁或切断

联系，仍会有另一部分政府官员维持政府的不间

断运行［１７］。美国也高度重视总统的继任问题，即

使总统在核战争中死亡，也必须保证有人接手政

府并继续指挥战争。根据联邦行政部门一脉相承

制，继任总统的顺序依次为第一副总统、众议院

议长、参议院临时议长和９个内阁成员。由于这
１２个人在同一时间段位于同一地点的几率很小，
因而可以确保政府即使遭遇灾难性破坏仍有人继

任总统［１８］；另外，美国 ＣＯＯＰ中最秘密的一个计
划就是建立“影子政府”，训练有素的人员组成影

子政府，其成员主要由总统和内阁任命，当战争

将联邦政府摧毁时，“影子政府”充当临时政府继

续指挥战争，但美国历届总统关于“影子政府”的

行政路线都不为人知，所有相关内容的设置和修

改都成为机密。

１３　建立地下掩体，保障政府不间断运行
由于核袭击会造成办公楼倒塌、基本设施毁

坏从而使政府陷入瘫痪，因此当核战爆发时，如

何能够为政府提供不受核战争影响的办公地点以

便保证指挥功能正常运转，显得极为重要。西方

各国为了确保政府在应对核战争中能快速反应以

及维持政府关键职能的正常运行，都纷纷建设地

下掩体作为政府不间断运行的工作地点和战争指

挥部。

１３１　掩体选址隐秘化
西方各国在建设掩体时，为了使掩体不成为

核袭击的对象，在选址时都避开了经济发达、引

人注目的重要城市而选择郊区或农村。例如英国

中央作战总部，作为英国在遭遇核袭击时的替代

权力中心，它位于威尔特郡科舍姆附近的一个采

石场下面，距离伦敦很近；德国政府建立的掩体

位于两座相邻的废弃铁路隧道内［１７］；美国将位于

弗吉尼亚州的气象山（ＭｏｕｎｔＷｅａｔｈｅｒ）作为安全掩
体，气象山作为美国总统和军政要员的避难所，

被称为“地下白宫”，它被隐蔽在一片树茂叶盛的

绿色山脉中［１９］。

１３２　掩体内基本生活设施齐全
掩体选择不仅要隐秘，而且要配备专门的生

活设施，为核战争情景下的政府不间断运行提供

物质保障。掩体内基本生活设施齐全，同时还要

储备能够维持数十人几周内基本生存的生活必需

品，如食物、水、燃料等。例如英国地下中央政

府作战总部不仅配备了饮用水和燃料等基本生活

物资，还提供了医院、食堂、厨房、住宿场所和

办公室等基本生活设施，从而能够保障政府在遭

遇核攻击时关键职能的不间断运行［２０］；美国的“地

堡国会”位于绿蔷薇度假酒店（Ｇｒｅｅｎｂｒｉｅｒｒｅｓｏｒｔ）地
下，该掩体提供基本的生活设施如食堂、宿舍和

诊所并储备相应的生活物资，同时配备指挥所需

的设施如通讯等，从而确保在核战争期间联邦政

府的不间断运行［５］。

１３３　掩体退役
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和核威胁的迅速减少，

地下掩体的存在意义也变得不那么明显。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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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维持地下掩体正常运作所需耗用的人力和物

力成本过高，因此，大多数掩体都在冷战结束后

逐渐退役。

２　“９·１１”事件以后以应对巨灾为核
心的政府不间断运行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
核威胁也随之减少，西方各国不再重视政府不间

断运行，因此 ＣＯＯＰ逐渐被搁置。２００１年的美国
“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再次认
识到政府不间断运行的重要性，并要求重启政府

ＣＯＯＰ以应对突发性的灾难事件。由于这一时期英
国、德国等国家不再重视 ＣＯＯＰ，本文着重介绍美
国新时期的政府不间断运行。冷战时期的政府ＣＯ
ＯＰ是以核战争前发出警告为前提，而“９·１１”事
件的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反映了冷战时期的ＣＯ
ＯＰ已不能有效应对新时期的突发情况，因此“９·
１１”事件以后美国开始制定以应对巨灾和灾难为核
心的政府ＣＯＯＰ，标志着西方国家政府不间断运行
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２１　新时期政府不间断运行的新特点
２１１　利用“全危险”方法进行风险分析

由于新时期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多样性事件，

政府ＣＯＯＰ的内涵也由核战争扩展到自然灾害、意
外事故、技术灾难和恐怖袭击事件等。在制定以

应对巨灾为核心的政府ＣＯＯＰ时，首先需要明确可
能造成政府职能中断的潜在威胁。由于自然、人

为和技术灾害的复杂性，再加上自然和社会环境

的不断变化，迫切需要利用“全危险”方法进行风

险评估和脆弱性分析。如２００３年 Ｄａｖｉｓ根据“全危
险”概念和应急管理的四步骤（预防、准备、响应

和恢复），并基于已有 ＣＯＯＰ方案中的关键基础设
施维护等内容，建立应对巨灾的政府 ＣＯＯＰ方
案［２１］。美国联邦金融监察局于 ２００３年提出利用
“全危险”的方法建立金融系统的不间断运行计划，

包括利用特定工作地点、系统、设施等。

２１２　政府ＣＯＯＰ计划内容更加具体、目标更加
明确

　　要保障政府关键职能的不间断运行，必须建
立一个确切可行的方案，保证即使政府遭遇灾难

性事件袭击仍然能够维持政府的关键性职能不间

断运行，这就是所谓的政府不间断运行计划。在

冷战期间美国ＣＯＯＰ计划的内容仅限于总统最高指
挥权的不间断和掩体的建设，针对ＣＯＯＰ计划内容
和如何实施并没有详细的阐述。但在 “９·１１”事件
之后，冷战时期的ＣＯＯＰ计划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
的需求，需要重新制定政府ＣＯＯＰ计划。根据联邦
准备规章６５号（ＦＰＣ６５）规定，政府 ＣＯＯＰ规划包
括九个必备要素：计划和流程；识别关键职能；

权力下放；一脉相承的继任制；备用设施；相互

协作的通信；重要的记录和数据；测试、培训和

演习；激活和转移流程［２２］。联邦应急管理署（ＦＥ
ＭＡ）作为政府ＣＯＯＰ计划的领导机构，主要负责指
导各地联邦行政机构制定可行的ＣＯＯＰ计划，促进
机构间的协调，监督和评估各分支部门的政府不

间断运行能力［２３］。据 ＦＥＭＡ要求，一个可行的政
府ＣＯＯＰ计划意味着在应对突发性巨灾的过程中，
政府的关键职能能够在１２ｈ内激活，同时政府最
大限度利用所能调动的基础设施并保障政府正常

运行可长达３０ｄ［２４］。
美国联邦政府制定ＣＯＯＰ计划的目标也更加明

确，主要包括５个方面：即突发情况下保证政府关
键职能的持续运行；保护必要的设施、设备、记

录和其他资产；减少对重要设施的损坏程度；降

低伤亡，并将破坏和损失降低到最小；最大限度

地为灾民的安置和恢复重建服务［２２］。

２１３　ＣＯＯＰ主体多元化
巨灾应急不仅依靠政府而且也需要广大社会

组织的广泛参与。当巨灾发生时，如若政府不能

履行其正常职能，可向其他组织寻求援助。例如

当地震发生后，可将公园以及其他机构的空旷地

区转换为地震避难场所，用于灾民安置以及救灾

工作的指挥调度，从而支持社区救灾和恢复工作。

因此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元化主体参与构建ＣＯ
ＯＰ计划既有利于增强各机构应对风险的能力，又
能使各机构在关键时刻发挥救灾的功能。

２２　政府ＣＯＯＰ计划流程
政府ＣＯＯＰ计划是美国联邦政府在突发紧急情

况中为确保关键业务职能持续运行而提出的战略

措施。为了保障ＣＯＯＰ计划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制
定详细的ＣＯＯＰ计划流程，主要包括５个步骤。
２２１　项目启动

联邦政府在制定详细的ＣＯＯＰ计划之前，首先
要分析ＣＯＯＰ计划制定的依据，在这一阶段，需要
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①通过立法引导并加
强政府不间断运行能力建设，提升指导ＣＯＯＰ计划
建设的法律法规地位，规范政府不间断运行管理；

②研究相关文献，为ＣＯＯＰ计划的制定提供理论依
据，强化政府部门不间断运行的理念；③从“全危
险”角度充分考虑各种可能出现的危险情景，提高

ＣＯＯＰ计划的有效性；④提出全方位的 ＣＯＯＰ运行
理念，即列出ＣＯＯＰ的职责和紧急情况下所需达到
的目标，同时建立政策层面的理论框架；⑤评估
政府机构面对巨灾的脆弱性，并对灾害影响进行

分析。

２２２　确定关键职能
制定ＣＯＯＰ计划的基本目的是在紧急情况下能

维持政府关键职能的有效运行，因此，确定政府

的关键职能并明确相应的执行人员成为ＣＯＯＰ计划
中最重要的内容。政府关键职能的确定是ＣＯＯＰ计
划的基础，也是下一步工作的依据。政府关键职

能的确定通常包括以下几步：①列出政府所有的
职能；②依据职能的重要性、职能缺失造成后果
的严重性以及职能运行的时限要求等来确定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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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③确定关键职能正常运行所需要的资源；
④依据救人第一、社会稳定其次、保护财产最后
的原则优先处理关键职能。

２２３　设计和构建ＣＯＯＰ计划
当政府的关键职能确定之后，就可以开始制

定详细的政府ＣＯＯＰ计划。设计和构建ＣＯＯＰ计划
的主要内容包括：①确定履行关键职能的重要人
员；②明确指挥人员的继任顺序；③建立以保存
重要数据记录为目标的数据库、系统，并提供相

关设备；④确认、评估和准备政府关键职能部门
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备用设施和工作地点，备用

工作地点主要依据可用空间大小、设备的需求、

通讯保障以及安全性进行选址；⑤协调政府与公
共媒体的关系，避免谣言的散播。

２２４　实施ＣＯＯＰ计划
当灾难发生后，有效执行ＣＯＯＰ计划成为政府

不间断运行的核心。ＣＯＯＰ计划的实施包括３个部
分：①激活 ＣＯＯＰ计划，在灾难后的１２ｈ内，启
动ＣＯＯＰ计划程序，通知相关人员，确定此次计划
的负责人；②启动备用设施，灾难发生１２ｈ以后，
就要启动各项备用设备设施，维持政府不间断运

行；③重建，当应急状态终止后，就要进入恢复
阶段，政府机构逐渐恢复正常的工作程序。

２２５　维护ＣＯＯＰ计划
维护ＣＯＯＰ计划是维持政府不间断运行的关

键。对ＣＯＯＰ计划的维护主要包括：①培训，对紧
急情况下履行关键职能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②
维护，定期测试ＣＯＯＰ计划及各项程序，并对整个
系统和全部备用设备设施进行定期检查、保养和

维护，使其一直处于待命状态；③更新，根据环
境风险的变化，随时更新ＣＯＯＰ计划，对政府不间
断运行计划进行定期测试、培训和演习，提升ＣＯ
ＯＰ计划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３　对我国巨灾应急管理的启示

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事件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突
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经过近１０年的发展，我
国已经形成以“一案三制”为代表的应急管理体系，

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应急管理机构；创建了纵

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应急预案体系；颁布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２５］等法律法规；为我国

突发事件应对提供了法律保障，各项应急机制逐

渐健全，这些都有力保障了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

但我国巨灾情景下的政府不间断运行尚处在起步

阶段。我国也是个巨灾频发的国家，巨灾不仅可

能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而且还能使

灾区政府陷入瘫痪，无法有效运转其基本职能，

致使无法有效组织救灾和维护社会秩序。因此，

我国政府也要建立巨灾情景下的政府不间断运行

制度，制定政府ＣＯＯＰ计划，从而保障巨灾应对发
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

西方国家政府ＣＯＯＰ经验，可以加快我国政府 ＣＯ
ＯＰ的建设，提高我国政府应对巨灾的能力。
３１　合理划分关键职能，建立政府不间断运行的

人才储备

　　在巨灾情景下政府不间断运行管理中，首先
确定巨灾发生后政府部门为维持不间断运行所必

需的关键职能，其次确定这些关键职能的优先次

序，最后确定每项关键岗位的人选。履行关键职

能的人选还要包括关键人选和后备人选，即当巨

灾造成关键人选死亡时，必须有后备人选承担关

键职能的角色。另外，在选择承担关键职能的人

选时，还必须考虑这些人员的地域分散性，确保

巨灾后各个关键岗位有人可用，从而保证在任何

情况下政府的关键职能都可以正常运行，例如确

定的关键人选和后备人选不能同在一栋楼办公，

避免地震造成他们同时伤亡以致于影响关键职能

的运行。

３２　规划合适的备用工作场所
由于巨灾不仅会摧毁政府办公场所，而且会

破坏办公所需要的各类基础设施，所以在政府不

间断运行方案设计中，必须提前规划和建设合适

的备用工作场所，保障巨灾发生后有一个安全稳

定的办公场所。

我国政府在规划巨灾情景下政府不间断运行

所需的备用工作场所时，可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

措施，一种是依托现有的应急设施进行规划建设，

如依托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设备用工作场所，由

于应急避难场所在规划和建设中，已经考虑到了

场所的安全性问题，只需要加固现有建筑增加其

抵抗巨灾的能力，同时配备政府运行关键职能所

需要的设备设施，并储备相应的生活物资，就可

以改造成巨灾发生时的政府运行其关键职能的工

作场所。另一种是重新规划和建设备用工作场所，

借鉴国外经验，在城市附近选择地势较高、安全

性较好的地区，重新规划和建设备用工作场所，

满足政府运行其关键职能所需的办公空间，合理

布置所需的设施设备，配备专门的通讯装置，并

储备１～２周的生活基本物资。在城市附近重新规
划建设巨灾情景下政府不间断运行所需的备用工

作场所的好处是：第一，便于巨灾发生后政府工

作人员的紧急疏散撤离；第二，位于城市周边地

区，不易受整个城市瘫痪的影响；第三，更容易

获取可靠的后勤支持如水、电、燃料和热力等，

从而更有利于确保政府部门不间断运行；第四，

方便指挥救灾。

３３　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机制
信息沟通是ＣＯＯＰ计划的核心，巨灾发生后如

果政府的关键职能仅仅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运行，

而不能有效与外界保持信息沟通，那么政府 ＣＯＯＰ
计划也就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因此备用工作场所

内，不仅要配置专门的通讯设备，而且还要建立

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借鉴国外政府 ＣＯＯＰ的经
验，首先要建立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快速召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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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通过设计一条能替代现在常规通讯手段（巨灾

可能造成常规通讯手段全部中断）的沟通链条，当

巨灾发生后能快速通知这些人员就位。其次建立

与外界的信息沟通机制，了解灾情，指挥救灾，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可以通过该通讯设施上报灾情。

最后建立正规的灾情信息发布渠道，保证公众知

情权，避免谣言发生。

３４　注重保存重要记录
巨灾可能会造成重要文件遗失或毁坏。无论

是何种媒介的记录和文件，一旦遭到损坏，就会

中断相关业务和信息来源，给灾后恢复重建带来

相当大的不便。重要记录分为纸质和电子版两种，

对这两种类型的重要记录进行备份，将备份异地

存储，并对一些需要随时更新的重要数据记录进

行循环保存，以便在发生巨灾时确保最新版本可

用。对于电子版本的重要记录，可采用异地恢复

的方法保存好这些重要记录。

３５　建立ＣＯＯＰ计划，并纳入法制轨道
２００７年我国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应对突发事

件的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法》［２５］，该法律对“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

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

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然而却没有涉及到如何确

保政府不间断运行的任何内容。为了大力推进我

国政府巨灾的应急能力建设，尤其是应对那些破

坏惨重、影响范围广泛的灾难事件，我国应该出

台与巨灾应对相关的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提升

我国政府ＣＯＯＰ的地位，推动我国政府ＣＯＯＰ能力
建设。国务院也可以采用政府文件或者总理令的

形式，推动政府不间断运行建设。通过制定一系

列的法律法规赋予不间断运行能力法律权威，使

其强制执行。同时还要编制ＣＯＯＰ计划，落实各项
保障措施，最终将政府 ＣＯＯＰ的各项内容落到
实处。

４　结语

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纷繁复杂且形势多变，不

安全因素仍然存在，如核武器扩散、恐怖活动仍

然是威胁人类安全的重要因素；我国也是一个自

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如地震灾害的不可预测性和

突发性依然是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和财产破坏的

重要因素；技术灾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安

全隐患也逐渐显现。由于我国所面临灾难事件的

多样性，因此亟需建立一套政府ＣＯＯＰ方案，确保
政府部门在灾难发生后能够不间断运行其关键职

能，以维护灾区社会的基本秩序和例行基本救灾

职能。然而由于我国政府不间断运行尚处在探索

阶段，因此需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建设政府ＣＯ
ＯＰ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推动我国政府
ＣＯＯＰ的建设步伐，提高我国政府应对巨灾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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