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药材买卖收购合同(汇总5篇)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约定劳动关系的书面协议，
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维护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文件。
合同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合
同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药材买卖收购合同篇一

供方：需方：

签订地点：签订日期：年月日

一、产品名称、数量、质量标准、金额、交货日期

二、质量要求及技术标准：按需方企业标准验收，验收不合
格由供方负责加工处理费用或货退供方。货物保质期为三个
月。

三、包装要求：统一规格的编织袋包装，打净重40公斤/包的
标准包(毛重不得少于40.15公斤)。

四、交货地点、方式：需方到供方仓库()提货。

五、货款结算方式及期限：货到厂家且验收合格后两个月后
付清全部款项。

六、运输方式及费用承担：用汽车运输，运费由需方负责;供
方负责装车其间所有费用。

七、其它约定事项：供方在为需方供货期间不得向其它方供
应相同品种的货。

八、违约责任：如果一方违约必须向另一方支付合同金额10%



的违约金及赔偿另一方因违约造成的一切损失。

九、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本公平、公正的原则协商处理。

十、本合同一式两份，供、需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

供方：需方：

年月日：

药材买卖收购合同篇二

一、重点支持范围

年度中药材扶持资金重点支持的范围包括：

(一)中药材规范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生产基地围绕关系全民
健康的中药大品种(含中药饮片)和民族药特色品种，特别是
中药基本药物和创新药的支撑性原料药材的保障，扶持27个
常用大宗和11个濒危缺中药材品种的规范化、规模化和产业
化生产基地建设。

(二)中药材供应保障平台

在全国中药材主产区和重要集散地，建设集检测、初加工、
贮存、配送、溯源等功能为一体的供应保障平台，实现生产
基地与中药企业的有效对接，提高中药材原料的质量安全和
稳定供应水平。

(三)201绩效考评优秀项目(三)7年度绩效考评优秀考评优秀
项目按照《中药材扶持项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实施办法》
对2017，年度执行情况良好、绩效考评结果达到优秀的项目，
予以滚动支持，鼓励项目单位努力提高项目实施成效。



二、项目申报主体基本要求

项目申报主体须符合以下各项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医药企业、药材专业种植(养殖)企业;

2.具有健全的财务核算与管理体系，运行管理规范;

3.具备项目实施所需的各种设施、设备、技术和人员，自资
金必须落实到位;

4.项目负责人原则上为单位法人代表，或具有独立承担项目
工作能力的负责人。

三、中药材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申报要求

(一)申报主体具体要求

申报主体应是中药骨干企业和大型中药材专业种植(养殖)企
业。鼓励中药百强企业之间一家牵头多家联合，共建同品种
基地。

(二)品种及选址要求

依据“十二五”规划确定重点扶持的100个大宗和濒危中药材
品种，年选定38个品种予以支持(具体品种及其区域布局详见
附件2)。

(三)建设要求

1.目标。原则上每个基地新增建设面积应达到该品种全省(区、
总面积的10%以上，市)或可提高该药材供应量10%以上，且生
产的药材质量达到或高于国家规定的`相关标准。

2.内容。药材基地建设分为原址扩建、择址新建两种类型。



建设内容包括：生产设施改造、必须的生产工具及生产资料
配备、药材的种植或养殖、生产加工与包装等。应明确建设
基地的生产规模，拟定有针对性、可实际操作的规范化生产
技术规程。建设地点必须明确到具体场地。

3.组织形式：基地建设要有明确可行的组织模式，如“公+基
地”“公司+农户”“公司+生产合作社+农户”等。

(五)技术支撑要求

申报药材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原则上应有科研单位作为技术

支撑或协作，应制订特点鲜明、可操作性强的规范化生产技
术规

程，作为项目资金申报书的组成部分。

药材买卖收购合同篇三

甲方(买方)：身份证号码：乙方(卖方)：身份证号码：

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互惠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经
充分友好协商，订立如下合同条款，以资共同恪守履行。

第一条买卖标的

1.名称：

2.品种：

3.数量：

4.计量单位和方法：

5.质量等级：，确定标准后封存样品，应由甲乙双方共同封



存，妥善保管，作为验收的依据。

第二条包装

1.包装材料及规格：

2.不同品种等级应分别包装;

3.包装要牢固，适宜装卸运输;

4.每包品种等级标签清楚;

5.包装费用由方负担。

6.包装物由方供应，包装物不回收，由甲方自行处理。

第三条价款

产品的价格按下列第项执行：

1.在合同执行期内遇有政策性调整时，按新价格执行。

2.价格遇到市场价格波动超过%(含)，由当事人协商议定。

3.价格确定后，无论发生何种情况均不予调整。

第四条货款结算

1.货款的支付方式，按照以下项规定办理。

(1)合同生效后三日内甲方一次性付清货款。

(2)甲方自提，现款现货，货款两清。

(3)预付货款总额的%，余款在货到后以一次付清。



(4)其他：

2.实际支付的运杂费，按照以下项规定办理。

(1)运杂费由乙方承担。

(2)运杂费由甲方承担。

3.货款的结算方式按照以下项规定办理。

(1)现金或现金支票结算。

(2)银行电汇或银行票汇结算。

(3)银行转帐结算。

4.开具发票类型：开具发票类型按照以下项规定办理。

(1)税率为17%的增值税发票。

(2)税率为4%的普通商业发票。

(3)售货收款凭证。

第五条交货方式

1.交货方式：按下列第项执行：

2.保险：

(按情况约定由谁负责投保并具体规定投保金额和投保险种)。

3.与买卖相关的单证的转移：

第六条产品验收



1.验收时间：甲方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日内组织有关人员会
同乙方人员进行验收。

2.验收标准：以双方约定的质量为准,重量允许有误差，允许
含水分为%。

3.异议：

(1)甲方在验收中，如果发现产品质量不合规定，应妥为保管，
并在日内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在托收承付期内，甲方有权拒
付不符合合同规定部分的货款。

(2)如甲方未按规定期限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所交产品符合
合同规定。

(3)乙方在接到需方书面异议后，应在日内负责处理，否则，
即视为默认甲方提出的异议和处理意见。

第七条风险负担

1.产品毁损、灭失的风险，在产品交付之前由乙方承担，交
付之后由甲方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除外。

2.因甲方的原因致使产品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的，甲方
应当自违反约定之日起承担产品毁损、灭失的风险。

3.乙方出卖交由承运人运输的在途产品，除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以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自合同成立时起由甲方承担。

4.乙方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产品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产
品毁损、灭失风险的转移。

5.因产品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甲方可以拒绝接受产品或者解除合同。甲方拒绝接受产品或



者解除合同的，产品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乙方承担。

第八条甲方权利义务

1.甲方对乙方交付的农副产品必须及时验收，并按合同约定
支付货款。

2.甲方评定产品质量等级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或
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按质论价，不得压级压价和提级提价。

3.甲方有权拒收对乙方交付的不合规格的产品，但必须向乙
方说明拒绝收受的理由。

4.甲方应当协助乙方做好生产采收技术指导工作。

第九条乙方权利义务

1.乙方在未完成本合同约定的产品交付任务之前，不得私自
向甲方以外的第三方出售产品。

2.乙方向甲方交付的产品，必须符合本合同规定的质量等级，
不得向甲方交付等外产品。

3.乙方完成本合同约定的交付任务后，有权自行向第三方出
售产品。

第十条甲方的违约责任：

1.甲方中途退货的，应向乙方赔偿退货部分货款的%违约金。

2.甲方自提产品未按乙方通知的日期或合同约定日期提货的，
应按逾期提货部分货款金额每日万分之计算，向乙方支付逾
期提货的违约金，并承担乙方实际支付的代为保管、保养的
费用。



3.甲方逾期付款的，应按逾期货款金额每日万分之计算，向
乙方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

4.甲方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接受产品的，应承担因此给乙方造
成的损失。

5.甲方如错填到货的地点、接货人，或对乙方提出错误异议，
应承担乙方因此所受到的实际损失。

第十一条乙方的违约责任：

1.乙方不能交货的，向甲方偿付不能交货部分货款%的违约金。

2.乙方所交产品品种、质量等不符合同规定的，如甲方同意
利用，应按质论价;甲方不能利用的，应根据具体情况，由乙
方负责包换，并承担调换或退货而支付的实际费用。

3.乙方因产品包装不符合合同规定，须返修或重新包装的，
乙方负责返修或重新包装，并承担因此支出的费用。甲方不
要求返修或重新包装而要求赔偿损失的，乙方应赔偿甲方该
不合格包装物低于合格物的差价部分。因包装不当造成产品
损坏或灭失的，由乙方负责赔偿。

4.乙方逾期交货的，应按照逾期交货金额每日万分之计算，
向甲方支付逾期交货的违约金，并赔偿甲方因此所遭受的损
失。如逾期超过日，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可就遭受的损失向
乙方索赔。

5.乙方提前交的产品、多交的产品，如其品种、颜色、质量
不符合约定，甲方在代保管期间实际支付的保管、保养等费
用以及非因甲方保管不善而发生的损失，均应由乙方承担。

6.产品错发到货地点或接货人的，乙方除应负责运到合同规
定的到货地点或接货人外，还应承担甲方因此多支付的实际



合理费用和逾期交货的违约金。

7.乙方提前交货的，甲方接到产品后，仍可按合同约定的付
款时间付款;合同约定自提的，甲方可拒绝提货。乙方逾期交
货的，乙方应在发货前与甲方协商，甲方仍需要产品的，乙
方应按数补交，并承担逾期交货责任;甲方不再需要产品的，
应在接到乙方通知后日内通知乙方，办理解除合同手续，逾
期不答复的，视为同意乙方发货。

药材买卖收购合同篇四

甲方(买方)：身份证号码：乙方(卖方)：身份证号码：

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互惠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经
充分友好协商，订立如下合同条款，以资共同恪守履行。

第一条买卖标的

1.名称：

2.品种：

3.数量：

4.计量单位和方法：

5.质量等级：，确定标准后封存样品，应由甲乙双方共同封
存，妥善保管，作为验收的依据。

第二条包装

1.包装材料及规格：

2.不同品种等级应分别包装;



3.包装要牢固，适宜装卸运输;

4.每包品种等级标签清楚;

5.包装费用由方负担。

6.包装物由方供应，包装物不回收，由甲方自行处理。

第三条价款

产品的价格按下列第项执行：

1.在合同执行期内遇有政策性调整时，按新价格执行。

2.价格遇到市场价格波动超过%(含)，由当事人协商议定。

3.价格确定后，无论发生何种情况均不予调整。

第四条货款结算

1.货款的支付方式，按照以下项规定办理。

(1)合同生效后三日内甲方一次性付清货款。

(2)甲方自提，现款现货，货款两清。

(3)预付货款总额的%，余款在货到后以一次付清。

(4)其他：

2.实际支付的运杂费，按照以下项规定办理。

(1)运杂费由乙方承担。

(2)运杂费由甲方承担。



3.货款的结算方式按照以下项规定办理。

(1)现金或现金支票结算。

(2)银行电汇或银行票汇结算。

(3)银行转帐结算。

4.开具发票类型：开具发票类型按照以下项规定办理。

(1)税率为17%的增值税发票。

(2)税率为4%的普通商业发票。

(3)售货收款凭证。

第五条交货方式

1.交货方式：按下列第项执行：

2.保险：

(按情况约定由谁负责投保并具体规定投保金额和投保险种)。

3.与买卖相关的单证的转移：

药材买卖收购合同篇五

受sars疫情影响，20的中药材交易跌宕起伏，变化异乎寻常，
整体走势明显好于往年。中药材交易红火，销量持续攀升，
品种升多降少，呈现出近年来少有的活跃态势。从时间来看，
大体为：年1～3月份，sars疫情出现，中药材行情由疲转畅，
交易比冬明显增多，大部分品种价格稳中有升，市场开始复
苏；4～6月上旬，sars疫情加剧，药材购销两旺，批量成交加



快，不少品种价格飞涨，热点药材市价创历史新高；6月份以
后，一方面sars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国家着手对中
药材专业市场进行专项治理整顿、禁售中药饮片，药材交易
迅速回落，跌入低谷；进入9月份，药材交易重现生机，市场
渐趋活跃。期间，震荡幅度之大，变化速度之快为历年罕见。

二、销量不断攀升，品种升多降少

综观2003年的药材交易，无论是销售量还是销售额都较往年
有大幅攀升。全国17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的近300种常用大宗药
材的销售量和销售额平均较20分别增长25%～48%和33%～42%
不等。其中，价格上升的品种约占统计口径的48.5%～54.3%，
价格稳定的品种约占28%～33%，价格下降的品种约
占12.7%～23.5%。

近年来，我国农业种植结构不断调整，尤其是在加入wto后，
农产品的市场竞争激烈，各地纷纷兴起的“种药热”，致使
许多药材供过于求，市场滞销，价格偏低。特别是一些年销
量在千吨、万吨以上的大宗常用中药材，自以来一直在低谷
中运行：如板蓝根、家种丹参、黄芪、白芍、厚朴、茯苓等。
但sars让沉寂多年的中药材交易再次活跃起来。防风、贯众、
银花等价格竟然上涨了几十倍之多，就连板蓝根、黄芪、白
芍等多年的滥市品种也被抢购一空。

三、五大诱因催生药材交易热

2003年的药材交易红火，虽然中间震荡起伏，但整体交易明
显好于以往，是难得的丰收年。出现这种向好局面的原因有
以下几点：

1、受sars疫情的刺激，药材销售旺盛。在狙击sars的战斗中，
传统中医药大放异彩，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时间出现了抢购
中药材热潮，给疲软的药材交易注入了活力，拉动多数家种
药材走出低谷。



2、受旱涝灾害影响，药材产量下降。我国南方和北方先后出
现旱涝灾害，致使湖南、广西、广东、安徽、黑龙江、吉林
等药材主产区的市场供给量严重下滑，板蓝根、桔梗、白术、
白芷、生地、关龙胆等根茎类药材和北五味子、车前子、山
栀子、酸枣仁、柏子仁、春砂仁等种子类药材价格都有不同
程度上浮。

3、受禁猎禁采野生动植物和退耕还林、环境保护等政策性因
素制约，特别是几十年来的`过度开发利用造成野生药材资源
稀缺，市场供应日趋减少，致使价格不断上升。野生药材成
为市场近年来追逐的热点。冬虫夏草、关防风、秦艽、野山
参、穿山龙、虻虫、马宝、林蛙油等野生药材一直处于高价
位。年野生药材价格涨得最多的品种当属冬虫夏草，由年初
的16000元上涨到26750元，特大虫草王已涨至41000元的高峰。

4、出口需求增加。进入2003年，中药材出口呈现恢复性增长，
整体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中药材出
口渠道拓宽，销售范围扩大。桔梗、北沙参、山药、黄芩、
太子参、罗汉果等品种出口顺畅。

5、受秋后粮棉油等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牵动，部分家种品种都
不约而同的跟随农产品价格上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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