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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價還價的技巧討價還價的技巧討價還價的技巧討價還價的技巧    

「討價還價」這四個字，總是給予人貶義、死纏爛打的感覺。可是，在談判和力爭利益的情況下，討 

價還價是指定動作。由合併、分 公司的大買賣，到菜市場的「菜心幾錢斤」的生活細節，討價還價 

在社會上的各階層、生活上的各範疇都不停出現。文雅的說，是談判；通俗的說，是婆媽。 

  

要看通這四個未後的意義，和其過程中的技巧，不得不從歷史說起。 

  

近代談判有很多，其中一個對歷史影響最大的，便是富爭議性的 Munich Agreement(慕尼克協定)的談判

過程。當年主張談判的是英國首相 Neville Chamberlain(張伯倫)，他的談判對象是當時如日中天的納粹

德國元首 Adolf Hitler(希特拉)，一名獨裁者和機會主義者。由 1930 年代，英國外交政策一直是

Appeasement(綏靖)，對獨裁者、軍國主義等侵略者採取妥協、縱容的態度。到 1938 年，其他國家對德

國欺壓其他小國、不斷擴張的態度忍無可忍。但他們國力虛弱，無法以軍事壓力威脅德國，更遑論跟

納粹德國一爭長短。為免戰爭爆發，張伯倫拜訪希特拉，建議由 Czechslovakia(捷克斯洛伐 )進行民

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豈料，第二次會面時，希特拉改變要求，要立即佔領他所要求的 Sudetenland(蘇

德台地區)。張伯倫極為無助，還想要先接受要求，以避免戰爭，但受國內壓力下屈服。最後由意大利

獨裁者 Benito Mussolini(墨索里尼)牽針引線下，在慕尼克進行會談，結果轉讓蘇德台地區給予德國；希

特拉則表示這是他的最後要求。這便是慕尼克協定。 

  

半年後，德國反口覆舌，將整個捷克斯洛伐  

前 

次

損手手樣 損手拗損



這個和平，我們是拖延時間，便於我們

積蓄力  

前 

損手手手 手7意手樣

損手拗手

慕尼克協定談判過程中，主權受威脅的捷克

斯洛伐  

前 

重蹈覆

 

 

 Source : 

http://no-ah-ultimate.xanga.com/728773826/%e8%a8%8e%e5%83%b9%e9%82%

84%e5%83%b9%e7%9a%84%e6%8a%80%e5%b7%a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