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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中国—南美能源合作研究》由刘学军所著，通过研究，本书得出和结论是：南美地区是中国石
油业根据“走出去”战略而设定的三大战略区之一，“走出去”战略也正是在南美得到首次尝试。
中国与南美一些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南美国家纷纷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无疑预示着
中国同南美能源合作更加美好的前景。
但是，中国和南美毕竟相距遥远，彼此了解有待加深。
中国油气公司在同南美国家开展能源合作日寸，要充分考察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注意防范和化解风险
，加强成本核算意识，才能站稳脚跟，扩大成果，为中国的能源安全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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