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元气森林突然冲上了热搜，原因是被网友“暴力”薅羊毛。

10 月 26 日，有网友爆料，元气森林一淘宝店铺因优惠设置错误，原价 79 元一

箱（12 瓶）的气泡水，购买 3箱，最终付款一共花费了 10.55 元，平均每箱约

3.5 元，每瓶不到 3毛钱；还有人下单了原价 79000 元的产品，实付款 15800 元；

更有甚者，直接下单了好几千箱，据元气森林最新公布，最大的一个单，直接买

了 41000 箱，这直接准备把羊毛给薅秃了...

随后不久，元气森林官方店发布公告称，10 月 26 日凌晨，由于运营失误导致大

量低价订单远超实际库存量，造成的损失金额也远远超出了本店的承受能力，恳

请消费者在后台申请退款。

10 月 28 日晚间，元气森林官方发布《致用户一封信》，对此前元气森林淘宝店

运营事故作出说明。另据红星资本局，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此次淘宝店运营事

故导致的损失超过 4000 万元，而并非网传的 200 万元。并且订单总额远远不够

运费。

元气森林再回应淘宝店铺运营事故：向下单 14.05 万名用户每人赠送 1箱饮料

10 月 28 日晚间，元气森林电商团队发布致用户公开信，称将为 14.05 万个下单

用户每人寄一箱白桃气泡水（15 瓶装），并决定这个淘宝店铺先停止一切销售，

专注跟进此次事件的后续处理，以及和无法完成交易订单的用户沟通，直到问题

完全解决。

文中还提到了，在这期间，共计 14.05 万用户下单，产生了价值数千万元的订单。

其中，购买 50 箱以上的订单共 451 个，最大的订单有 41000 箱。

此外，元气森林还表示，网上流传的那张所谓元气森林电商小哥的聊天截图并不

属实。

此前，网络中流传的一张淘宝“元气森林秒杀群”的截图显示，有客服以元气森

林官方店运营的身份，解释称“由于媳妇临盆忙着去医院照顾，导致设置优惠时

设置错误，给公司造成 200 多万的损失”，并表示自己是“普通农村家庭 90 后

打工人”，恳请消费者将订单申请退款。

“运营事故”还是刷单行为

10 月 27 日，涉事的淘宝元气森林官方店铺已下架所有商品，并贴出公告恳请已

经下单的消费者申请退款。公告显示：

由于本店的一位运营同学操作时出现了失误，导致整个店铺的商品都是超低价，

每箱饮料的价格还没有运费高，大量订单远远超过了小店实际拥有的库存，造成

的损失金额也远远超出了本店的承受能力。在这里我们恳请您的帮忙，希望您能

够伸出援手，在后台申请退款，帮我们这个小店度过难关。



值得注意的是，该店铺全称为“元气森林官方店”，食品经营许可证中的经营者

为元气森林（北京）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但属于淘宝 C店（个人店铺），店铺资

质一栏中显示的消保金为 1000 元，与天猫的“元气森林旗舰店”有很大的区别。

对于此事，网友评价反馈不一。据界面新闻，有人认为这是电商运营的优惠设置

错误，也有不少声音认为，这次一次利用 bug 的事件营销。

之所以被认为是事件营销，在于“bug 营销”几乎成为了一个常见的套路——利

用消费者薅羊毛的心理，对商品进行大量购买，冲击一波销量的同时，也能完成

巨大的流量曝光。

而具体到元气森林这一事件来说，有人提出质疑：淘宝现在有保护机制，如果价

格异常，商家是可以不发货的，这有可能是元气森林为年底冲业绩，与经销商联

合的刷单行为。

同时也有分析称，这很有可能是优惠券错误叠加导致的失误，不像故意为之。

从目前情况看，元气森林被薅羊毛的事件，是否为预先策划的营销事件仍无法定

论。而该事件的走向，仍然考验品牌的营销智慧。

元气森林可以不发货吗？

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是，被薅羊毛疯狂下单的商品，元气森林可以不发货吗？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如果卖家及时告知，或许可以减少损失。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发布的商品

或者服务信息符合要约条件的，用户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合同

成立。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称：“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

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

显失公平的。”

也就是说，如果元气森林被认为因为有重大误解可以申请撤销合同，而“重大误

解”则就是明显价格低于正常促销、错误设置的情况。核心在于商家是否及时告

知消费者。

但另一个关键在于，消费者的权益该如何保障。

从以往由 bug 问题导致的薅羊毛事件来看，有的公司主动承担失误导致的损失同

时赚取一波好感，而有的公司则干脆不发货。

据中国经济网，记者随机调查了一些已经下单消费者，均表示商品还没有发货。

律师表示，淘宝店可以依据法律法规撤销订单，但需给予正常下单的消费者一定

补偿。

这些年的平台“bug”事件

类似的“bug“事件并非孤例。



2013 年 6 月，百度云因支付系统存在 Bug，所有产品的价格“变成”了原来的

1/1000，原价 500 元/年的套餐，只需要 0.5 元就能买到。

2017 年 3 月，摩拜被爆支付 bug，原本充值 100 元赠送 110 元的活动，使用微信

支付时实际只扣除了一块钱，即用户用微信支付 1元就可获得系统赠送的 110

元，引得大量用户疯狂充值“薅羊毛”。

摩拜当时表示，是系统出现了技术问题。所有用户的充值和返送金额都不会被收

回，永久有效。

规模最大的当属 2019 年拼多多“被薅”事件。有专职羊毛党在拼多多平台发现

可以无限制领取 100 元无门槛优惠券，之后开始在多个社交平台传播扩散消息，

大批用户领取了优惠券在平台进行消费，引发了“百元无门槛券，一晚被薅数千

万”事件。有网友通过领券一晚上为手机充值百余次。

随后拼多多回应称，有黑灰产团伙通过一个过期的优惠券漏洞盗取数千万元平台

优惠券，进行不正当牟利。

2020 年年底，苹果公司也闹过类似的价格乌龙，他们把原价 1499 元的东西标成

了 149 元，引发了网友们的一大波下单。但最后苹果砍掉了所有未发货订单并进

行了全额退款，还对系统进行了修复，而一些涉及乌龙价格的产品也都已经被下

架，进行保护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