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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指派书和律师执业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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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澳大利亚输华大麦和小麦注册企业名单



序号

Registered
Establishment
Number

Registered Establishment Name（公司名称） City State

1 6641 ACCESS GRAIN PTY LTD NULLAWIL VIC
2 4035 AGRIFOOD TECHNOLOGY PTY LTD WERRIBEE VIC
3 1008 AGRIGRAIN (COONAMBLE) PTY LTD COONAMBLE NSW
4 4727 AGRIPAK PTY LTD BALLAN VIC
5 2744 AUSTRALIA MILLING GROUP PTY LTD NARRABRI WEST NSW
6 4296 AUSTRALIA MILLING GROUP PTY LTD BALAKLAVA SA
7 1206 BROADBENT BULK SERVICES PTY LTD WILSONTON QLD
8 2239 BUNGE GRAIN SERVICES (BUNBURY) PTY LTD BUNBURY WA
9 3232 CO OPERATIVE BULK HANDLING LTD FORRESTFIELD WA
10 3235 CO-OPERATIVE BULK HANDLING LTD GERALDTON WA
11 3299 CO-OPERATIVE BULK HANDLING LTD ALBANY WA
12 3301 CO-OPERATIVE BULK HANDLING LTD ESPERANCE WA
13 3302 CO-OPERATIVE BULK HANDLING LTD ROCKINGHAM WA
14 6800 EMERALD GRAIN PTY LTD RICHMOND VIC
15 6972 FLETCHER INTERNATIONAL EXPORTS PTY LTD DUBBO NSW
16 5110 GEHRKE GRAINS & TRANSPORT PTY LTD HATTON VALE QLD
17 3266 GRAINCORP OPERATIONS LIMITED PORTLAND VIC
18 3219 GRAINCORP OPERATIONS LIMITED CARRINGTON NSW
19 3584 GRAINCORP OPERATIONS LIMITED PORT OF BRISBANE QLD
20 3304 GRAINCORP OPERATIONS LTD GEELONG VIC
21 5257 GRAINCORP OPERATIONS LTD WOLLONGONG NSW
22 5119 GRAINFORCE COMMODITIES PTY LTD BATHURST NSW
23 2234 GRAINLINK (NSW) PTY LTD GRIFFITH NSW
24 1475 GRAINLINK (NSW) PTY LTD GRIFFITH NSW
25 1318 GRAINPAC PTY LTD MURRAY BRIDGE SA
26 5182 GRAYS CONTAINER TERMINAL FINLEY NSW
27 1888 GRENVELLA PTY LTD EAST PINGELLY WA
28 5505 HAVENGRAIN PTY LTD OAKEY QLD
29 1564 INDEPENDENT GRAIN HANDLERS PTY LTD SOUTH FREMANTLE WA

30

1616 JAMES DOUGLAS WALLACE, ANNETTE RUTH
WALLACE, JUSTIN ERIC WALLACE, LORELEI
WALLACE

COWRA NSW

31 4311 LARIMAR (SA) PTY LTD MURRAY BRIDGE SA
32 4311 LARIMAR (SA) PTY LTD NHILL SA
33 4499 LGL COMMODITIES PTY LTD TAMWORTH NSW
34 4282 M C CROKER PTY LTD MARRAR NSW
35 1572 M C CROKER PTY LTD MARRAR NSW
36 2067 MOORE BULK STORAGE PTY LTD HORSHAM VIC
37 2103 MORTON SEED AND GRAIN PTY LTD WATTLEUP WA
38 1632 MOUNTAIN INDUSTRIES PTY LTD FORBES NSW
39 1601 MOUNTAIN INDUSTRIES PTY LTD HUNTER REGION MC NSW
40 2201 NEWCASTLE AGRI TERMINAL PTY LTD CARRINGTON NSW
41 4747 OADASH PTY LTD FINLEY NSW
42 1744 PREMIUM GRAIN HANDLERS PTY LTD NORTH FREMANTLE WA
43 1793 QUBE PORTS PTY LTD NEWCASTLE NSW
44 6477 RIORDAN GROUP PTY LTD LARA VIC
45 4310 RIORDAN GROUP PTY LTD BALLIANG VIC
46 1365 RIORDAN GROUP PTY LTD LAVERTON NORTH VIC
47 4963 ROBERT ANDREW GILES LARGS BAY SA
48 1089 ROBINSON GRAIN TRADING CO PTY LTD DUBBO NSW

49
5009 RODNEY'S ENTERPRISES PTY LTD & RODNEY'S

TRANSPORT SERVICE (AUSTRALIA) PTY LTD
WAGGA WAGGA NSW

List of Australian registered establishments for wheat and barley to China
Updated: 31 July 2015

澳大利亚输华大麦和小麦注册企业名单(2015年7月31日更新）



50 6797 RONALD FRANCIS BEER & JENNIFER KAY BEER GRIFFITH NSW
51 1078 SEMAPHORE CONTAINER SERVICES PTY LTD RICHMOND SA
52 1076 SHANNON AGENCY'S PTY LTD BEULAH VIC
53 6653 SOUTHERN GRAIN STORAGE PTY LTD WINCHELSEA VIC
54 3162 THE WIMMERA GRAIN COMPANY PTY LTD RUPANYUP VIC
55 1896 TRP GRAIN PTY LTD ALTONA NORTH VIC
56 1869 TRP GRAIN PTY LTD LAVERTON NORTH VIC
57 3178 VINSENTE PTY LTD NARROMINE NSW
58 3289 VITERRA LTD WALLAROO SA
59 3290 VITERRA LTD PORT GILES SA
60 1038 VITERRA LTD PORT ADELAIDE SA
61 3274 VITERRA LTD PORT LINCOLN SA
62 3291 VITERRA LTD PORT ADELAIDE SA
63 3288 VITERRA LTD THEVENARD SA
64 3258 VITERRA OPERATIONS LTD NARRABRI NSW
65 3232 VITERRA PACKING & PROCESING PTY LTD TWO WELLS SA
66 2270 VITERRA PACKING AND PROCESSING PTY LTD DOOEN VIC
67 6851 VITERRA PACKING AND PROCESSING PTY LTD LAVERTON NORTH VIC
68 1624 W & M MAHONY PTY LTD TERANG VIC
69 1119 WATSON'S GRAIN STORAGE AND PACKING PTY LTD BACCHUS MARSH VIC
70 2350 WOODS PROCESSING PTY LTD GOONDIWINDI QLD



序号 Business City State

1 ADM TRADING AUSTRALIA PTY LTD ADELAIDE SA
2 AGRACOM PTY LTD QUIRINDI NSW
3 AGRACORP PTY LTD WEST PERTH WA
4 AGREX AUSTRALIA PTY LTD MELBOURNE VIC
5 AGRIGRAIN PTY LTD NARROMINE NSW
6 AQUA INTERNATIONAL PTY LTD PORT MELBOURNE VIC
7 ARROW COMMODITIES PTY LTD SURRY HILLS NSW
8 AUSTRALIAN DURUM COMPANY PTY LTD EDGECLIFF NSW
9 AUSTRALIAN GRAIN EXPORT PTY LTD MAITLAND SA
10 AUSTRALIAN GRAIN LINK PTY LTD GRIFFITH NSW
11 AUSTRALIAN GROWERS DIRECT PTY LTD DRY CREEK SA
12 AUSTRALIAN NATURAL FOODSTUFF PTY LTD ADELAIDE SA
13 BUNGE AGRIBUSINESS AUSTRALIA PTY LTD SOUTH MELBOURNE VIC
14 CARGILL AUSTRALIA LIMITED SOUTHBANK VIC
15 CBH GRAIN PTY LTD WEST PERTH WA
16 CHINATEX (AUSTRALIA) PTY LTD NORTH SYDNEY NSW
17 CHS BROADBENT PTY LTD WENDOUREE VIC
18 CHS TRADING COMPANY AUSTRALIA PTY LTD WENDOUREE VIC
19 COFCO AGRI AUSTRALIA PTY LTD RICHMOND VIC
20 CO-OPERATIVE BULK HANDLING LTD FORRESTFIELD WA
21 DAEWOO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SYDNEY NSW
22 EMERALD GRAIN AUSTRALIA PTY LTD RICHMOND VIC
23 FLETCHER INTERNATIONAL EXPORTS PTY LTD DUBBO NSW
24 GLENCORE AGRICULTURE PTY LTD MELBOURNE VIC
25 GRAIN DIRECT AUSTRALIA PTY LTD WAGGA WAGGA NSW
26 GRAINCORP OPERATIONS LTD SYDNEY NSW
27 GRAINTREND PTY LTD EDGECLIFF NSW
28 GREENLAND HOLDINGS PTY LTD NORTH SYDNEY NSW
29 ITOCHU AUSTRALIA LIMITED SYDNEY NSW
30 LEMPRIERE GRAIN PTY LTD MELBOURNE VIC
31 LOUIS DREYFUS COMPANY AUSTRALIA PTY LTD SOUTH YARRA VIC
32 NIDERA AUSTRALIA PTY LTD TOOWOOMBA QLD
33 ORIGIN GRAIN PTY LTD BEECHWORTH VIC
34 PETER CREMER AUSTRALIA PTY LTD SOUTHBANK VIC
35 PETERS COMMODITIES PTY LTD ARMADALE VIC
36 PLUM GROVE PTY LTD FREMANTLE WA
37 PREMIUM GRAIN HANDLERS P/L NORTH FREMANTLE WA
38 QUADRA COMMODITIES PTY LTD MELBOURNE VIC
39 QUALI ONE COMMODITY PTY LTD KINGSGROVE NSW
40 RAY INTERNATIONAL PTY LTD MOUNTAIN CREEK QLD
41 RHODIUM RESOURCES AUSTRALIA PTY LTD SOUTHBANK VIC
42 RICH HARVEST AGRITRADING (AUSTRALIA) PTY LTD EPPING NSW
43 RIORDAN GROUP PTY LTD LARA VIC
44 RIVER CITY GRAIN MORPHETT VALE SA
45 S & G COTTON AUSTRALIA PTY LTD BEVERLEY PARK NSW
46 S&G COTTON CO.,LIMITED BEVERLEY PARK NSW
47 SANWA PTY LTD EDGECLIFF NSW
48 SANYOU INTERNATIONAL PTY LTD CHIPPING NORTON NSW
49 SHINELYN INTERNATIONAL PTY LTD ST MORRIS SA
50 SOLAR INTERNATIONAL PTY LTD CHIPPING NORTON NSW

List of Australian exporters of wheat and barley to China 
Updated: 8 May 2018

澳大利亚输华大麦和小麦注册企业名单(2018年5月8日更新）



51 SR INTERNATIONAL PTY LTD EARLWOOD NSW
52 STANDARD COMMODITIES AUSTRALIA PTY LTD DARLINGHURST NSW
53 SUMITOMO AUSTRALIA PTY LTD MELBOURNE VIC
54 SURANGM INTERNATIONAL TRADE PTY LTD ADELAIDE SA
55 UNITED WORLD ENTERPRISES PTY LTD KINGSGROVE NSW
56 WHG OCEANIA PTY LTD CHATSWOOD NSW
57 WILMAR GAVILON PTY LTD RICHLANDS QLD
58 WOODLANDSHILL GRAIN KYBUNGA SA
59 ZULMAR INTERNATIONAL PTY LTD HILLSIDE VIC
60 PEER SOLUTIONS PTY LTD SURREY HILLS VIC
61 GLENCORE GRAIN PTY LTD MELBOURNE VIC
62 WA GRAINS PTY LTD COMO WA
63 ROBINSON GRAIN TRADING CO PTY LTD DUBBO NSW
64 SPECIAL ONE GRAIN ACCUMULATOR DUBBO NSW
65 IGH COMMODITIES PTY LTD SPEARWOOD WA
66 OK INTERNATIONAL PTY LTD CROYDON NSW
67 AULONG INTERNATIONAL PTY LTD GLENWOOD NSW
68 RHODIUM TRADING AUSTRALIA PTY LTD SOUTH BANK VIC
69 SUNNY GRAIN PTY LTD MELBOURNE VIC
70 ULUSOY ASIA PACIFIC PTY LTD MELBOURNE VIC
71 RIVERINA (AUSTRALIA) PTY LTD MILTON QLD
72 BABY AAN PTY LTD LIDCOMBE NSW
73 SANYOU INTERNATIONAL PTY LTD BURWOOD NSW
74 CIL AUSTRALIA NORTH PTY LTD TOOWOOMBA QLD

75 COFCO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PTY LTD RICHMOND VIC
76 CL COMMODITIES PTY LTD ORANGE NSW
77 AUSONS CORPORATION PTY LTD SYDNEY NSW
78 VIVCOURT COMMODITIES PTY LTD POTTS POINT NSW
79 MARZ INTERNATIONAL TARNEIT VIC
80 AUSTRALIAN BARLEY DEVELOPMENT CO MELBOURNE VIC



 

 

 

 

 

 

 

 

 

 

 

 

 

 

附件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2014－2017 年版

































 

 

 

 

 

 

 

 

 

 

 

 

附件六 

 

大麦海关进出口数据统计



单
位

：
吨

、
美

元
、

美
元

/吨
期

间
国

别
/地

区
进

口
数

量
进

口
金

额
平

均
价

格
数

量
占

比
数

量
变

化
价

格
变

化
中

国
总

进
口

5,412,956
          

1,573,684,814
         

290.73
               

100.00%
-

-
澳

大
利

亚
3,877,130

          
1,119,393,533

        
288.72

               
71.63%

-
-

其
他

国
家

（
地

区
）

1,535,826
          

454,291,281
            

295.80
               

28.37%
-

-

中
国

总
进

口
10,731,972

        
2,859,418,277

         
266.44

               
100.00%

98.26%
-8.35%

澳
大

利
亚

4,361,986
          

1,246,426,440
        

285.75
               

40.64%
12.51%

-1.03%

其
他

国
家

（
地

区
）

6,369,986
          

1,612,991,837
         

253.22
               

59.36%
314.76%

-14.39%

中
国

总
进

口
5,004,888

          
1,141,937,817

         
228.16

               
100.00%

-53.36%
-14.37%

澳
大

利
亚

3,251,790
          

699,961,830
           

215.25
               

64.97%
-25.45%

-24.67%

其
他

国
家

（
地

区
）

1,753,098
          

441,975,987
            

252.11
               

35.03%
-72.48%

-0.44%

中
国

总
进

口
8,863,484

          
1,816,257,117

         
204.91

               
100.00%

77.10%
-10.19%

澳
大

利
亚

6,480,412
          

1,283,441,590
        

198.05
               

73.11%
99.29%

-7.99%

其
他

国
家

（
地

区
）

2,383,072
          

532,815,527
            

223.58
               

26.89%
35.93%

-11.32%
  注

：
上

述
海

关
进

口
数

据
为

税
则

号
10031000&

10039000的
合

计
或

加
权

平
均

数
据

。
具

体
来

源
见

后
附

材
料

。

大
麦

进
口

统
计

数
据

2014

2015

2016

2017



单位：吨、美元、美元/吨
期间 数量 金额 价格
2014 115                       111,000                   965.22                       
2015 63                        82,399                     1,310.21                    
2016 35                        72,263                     2,072.00                    
2017 62                        98,076                     1,589.20                    

大麦出口统计数据

  注：上述海关出口数据为税则号10031000&10039000的合计或加权平均数据。具体来源见后附材料。





















 

 

 

 

 

 

 

 

 

 

 

 

附件七 

 

关于我国大麦种植及市场状况的说明



非保密概要 

 
本附件为第三方权威机构向申请人代理律师提供的《关于我

国大麦种植及市场状况的说明》。鉴于申请人代理律师对该第三
方权威机构负有保密义务，未经许可不得对外公开披露该第三方
权威机构的名称，对外披露机构名称可能会损害其利益或对其造
成不利影响，故申请对该证据材料进行保密处理，报告全文不予
对外披露，但提供如下非保密概要： 

 
大麦是一种禾谷类作物，系禾本科、大麦属。大麦以淀粉为

主要成分，富含蛋白质、粗纤维、氨基酸等多种营养成分，主要
用于酿酒、饲料等生产，也可作为种子，以及直接或通过加工被
消费者食用。 

 
我国大麦种植分布广泛，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

青藏高原一带，其中 1/3 分布在相对较为发达的农区，2/3 分布
在较为落后的农牧结合区，涉及云南、江苏、湖北、四川、甘肃、
河南、浙江、安徽、新疆等多个省市和自治区。由于气候条件、
地理位置的影响，不同产区大麦的种植和收获季节存在差异。 

 
根据调研和统计，2014 年至 2017 年，国内大麦的相关生产

及经营指标如下： 
 

项目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全国种植面积 万亩 703.20 669.90 642.90 602.78 

全国总产量 万吨 181.20 186.80 175.20 166.11 

全国平均亩产 吨/亩 0.258 0.279 0.273 0.276 

销售价格 元/公斤 2.14 2.01 1.96 1.90 

每亩净利润 元/亩 -180.09 -239.43 -288.96 -301.89 

注：（1）大麦全国种植面积和全国总产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及相关权威机构； 

（2）平均亩产 = 全国总产量 / 全国种植面积； 

   （3）销售价格和每亩净利润为云南、江苏、内蒙古、甘肃、四川以及河南产区的平均数

据，这些产区大麦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在 70%以上。 





澳大利亚 WTO 补贴通告：G/SCM/N/315/AUS 
 

 

1.1  干旱地区的害虫和杂草管理 

 

1、补贴项目名称：干旱地区的害虫和杂草管理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澳大利亚政府在 2015-16年至 2018-19年的四年间提供 2500万澳元资金。这些资金提供给

各种用于管理改善干旱地区害虫和杂草的项目。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减少杂草入侵、减少

由于害虫导致的农场被损害的情况。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此补贴项目于 2015年 5月 9日宣布实施。澳洲政府和有关州之间在《联邦金融关系的政府

间协定》下签订项目协定，以正式安排相关管理资金。项目协定有效期为 2015年 7月 1日

至 2019年 6 月 30日。一些州已经决定为他们的项目提供资金，虽然他们不需要这样做。 

 

5、补贴形式 

 

资金由国库支付给各州的财政，然后，各州通过害虫和杂草管理项目向申请者发放资金。

获批的申请人用补助金来实施害虫和杂草管理活动。 

 

6、补贴对象和方式 

 

土地所有者必须通过各州的害虫和杂草管理计划申请补助金。补助金只提供给干旱地区的

土地所有者。 

 

7、补贴水平 

 

2015-2016年总开支为 1500万美元，2016-2017年度为 400万美元。 

 

8、持续时间 

 

2015-2016年至 2018-19年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 

 

 

 



1.6  农户家庭津贴 

 

1、补贴项目名称：农户家庭津贴 

 

2、补贴期间：2014-2015财政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农户家庭津贴是有时间限制的补贴项目（累计最多三年），用于帮助农民和农民的伴侣在困

境中应对财务压力。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此补贴项目权利来源于《2014年家庭支持法案》，它取代了“特殊情形下的救济金”。 

 

5、补贴形式 

 

补贴包括： 

 

累计高达三年的收入支持； 

一对一支持； 

相关补充活动用于长期改善财务状况的计划和培训； 

获取辅助福利，包括医疗卡，租赁援助、医药、电话和边远地区津贴等的渠道。 

 

6、补贴对象和方式 

 

补贴对象是符合要求的农民和农民的伴侣。收入支持每两周向补贴项目受益人指定的银行

账户电子转账一次。 

 

7、补贴水平 

 

此项补贴的水平与新创业者计划和青年津贴计划相对应，但是，补贴金额取决于申请人的

实际情况，例如单身、有伴侣或有子女等情况。截至 2017 年 12 月，每个申请人每两周接

受补贴的最大金额为 584.20澳元（此情形为年龄在 22岁以下有子女的单身申请人）。申请

人有可能基于其他情况获得低于上述金额的补贴，例如他们的他们的非农收入水平等。 

 

8、持续时间 

 

2014年 7月 1日开始，结束时间未定。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1.7  农场风险管理项目 

 

1、补贴项目名称：农场风险管理项目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农场风险管理项目允许符合条件的农场企业得到一次性回扣，用于在申请新的保险政策中

获得独立和专业建议，来协助管理干旱和其他生产和市场风险。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此补贴项目权利来源于《2015年农业竞争力白皮书》。 

 

5、补贴形式 

 

农场可获得产生的费用 50％的一次性折扣，最高可达 2500澳元。 

 

6、补贴对象和方式 

 

对于在申请新的保险政策中支需要支付独立和专业建议费用的农户，澳大利亚农业和水资

源部向符合条件的农场企业提供回扣。 

 

7、补贴水平 

 

在 2015-2016 财政年，政府一共支付了 4比折扣，总计 9,000澳元；在 2016-2017财政年，

政府一共支付了 52比回扣，总计 114,000澳元。 

 

符合条件的农场企业可以申请支付给合格的服务提供商用于以下一项（或多项）活动的费

用的回扣： 

保险公司要求的进行保险评估的费用； 

记载农场财务数据和生产数据的费用； 

为农场提供长期的、整体的保险方案分析的费用。 

保险费不符合退税条件。 

 

8、持续时间 

 

开放时间为：2015年 3月 29日开放，预计结束日期为：2019年 6月 30日。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2.1  可持续农村用水和基础设施项目 

 

可持续农村用水和基础设施项目是一项涉及 100 亿澳元的国家计划，其主要用于投资

农村用水的管理和效率，包括提升用水知识、市场改革以及为环境购水。它由三个主要部

分组成：灌溉基础设施项目（包括下文列出的项目）、水的购买和供给措施。大多数项目基

金在墨累 - 达令盆地用于支持“盆地计划”的实施，并减少每年从盆地开采的用于消费用

途的水量（城市、工业和农业）。一些项目旨在改善非农灌溉系统的运行，和帮助农业用水

的灌溉者提高农场用水的效率。作为回报，这些项目产生的节水量由澳大利亚政府用于环

境用途和用于消费用途的灌溉者共享。 

 

（i） 新南威尔士州的私人灌溉设施运营商项目 

 

1、补贴项目名称：新南威尔士州的私人灌溉设施运营商项目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这项由澳洲政府主导的拨款计划旨在通过私人灌溉设施运营商的项目升级，使符合条件的

设施实现节水，进而保障水权。这些项目提高了农业和非农用水和管理的效率和生产率，

有助于实现灌溉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这项由澳洲政府主导的 7.5 亿澳元项目资金来源于可持续农村用水和基础设施项目。该计

划是 2008年 7月签署的《墨累-达令本地改革的政府间协议》的主要内容。 

 

5、补贴形式 

 

此项目资金由联邦政府与灌溉设施运营商之间的资金协议提供。在政府批准资金之前，需

要对所有项目进行全面评估。通过该计划节约的水属于联邦政府，并为“墨累-达令盆地计

划”下的新的“可持续转移限制项目”的 “缩小差距”做出贡献。根据水权持有人和澳洲

政府之间的水转让合同，节约的水资源属于澳洲政府。 

 

6、补贴对象和方式 

 

项目资金通过联邦政府与私人灌溉设施运营商之间的资金协议提供。已经进行了三次公开

申请。 

 

7、补贴水平 

 

此项目经过三轮实施，共提供 9.17亿澳元。通过申请的私人灌溉设施运营商已获得 100万

至 1.7 亿澳元的资金用于节水设施工程。应当指出的是，作为补贴要求的一部分，一部分

以水权为形式的节水量属于澳洲政府供环境保护使用。 

 

实际补贴金额 

 



2015-2016财政年 2016-2017财政年 

百万澳元 百万澳元 

59 136 

 

8、持续时间 

 

此项目的第 1轮申请开放时间：2009 年 6月 19日，目前已持续至 2018-2019财政年。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ii） 南澳大利亚私人灌溉设施运营商项目 

 

1、补贴项目名称：南澳大利亚私人灌溉设施运营商项目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这项由澳洲政府主导的拨款计划旨在通过私人灌溉设施运营商、运输商和个体灌溉人，使

符合条件的设施实现节水，进而保障水权。这些项目提高了农业和非农用水和管理的效率

和生产率，有助于实现灌溉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这项由澳洲政府主导的 1,440 万澳元项目资金来源于可持续农村用水和基础设施项目。该

计划是 2008 年 7月签署的《墨累-达令本地改革的政府间协议》的主要内容。 

 

5、补贴形式 

 

此项目资金由联邦政府与私人灌溉设施运营商、运输商和个体灌溉人之间的资金协议提供。

在政府批准资金之前，需要对所有项目进行全面评估。通过该计划节约的水属于联邦政府，

并为“墨累-达令盆地计划”下的新的“可持续转移限制项目”的 “缩小差距”做出贡献。

根据水权持有人和澳洲政府之间的水转让合同，节约的水资源属于澳洲政府。 

 

6、补贴对象和方式 

 

项目资金通过联邦政府与申请人（私人灌溉设施运营商、运输商或个体灌溉人）之间的资

金协议提供。已经进行了两次公开申请 

 

7、补贴水平 

 

此项目经过两轮实施，共提供 1,440万澳元。通过申请的灌溉申请人平均收到约 50万澳元

的资金用于节水设施工程。应当指出的是，作为补贴要求的一部分，一部分以水权为形式

的节水量属于澳洲政府供环境保护使用。 

 



实际补贴金额 

 

2015-2016财政年 2016-2017财政年 

百万澳元 百万澳元 

0.4 0.1 

 

8、持续时间 

 

此项目的第 1轮申请开放时间：2009 年 12月，目前已持续至 2016-2017财政年。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iii） 昆士兰州健康水源用水和高效计划 

 

1、补贴项目名称：昆士兰州健康水源用水和高效计划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这项由洲政府主导的拨款计划旨在通过个体灌溉人，使符合条件的设施实现节水，进而保

障水权。这些项目提高了农业和非农用水和管理的效率和生产率，有助于实现灌溉社区的

可持续发展。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这项由澳洲政府主导的 1.55亿澳元项目资金来源于可持续农村用水和基础设施项目。该计

划是 2008年 7月签署的《墨累-达令本地改革的政府间协议》的主要内容。 

 

5、补贴形式 

 

此项目资金由联邦政府与昆士兰政府之间的资金协议提供。在政府批准资金之前，需要对

所有项目进行全面评估。通过该计划节约的水属于联邦政府，并为“墨累-达令盆地计划”

下的新的“可持续转移限制项目”的 “缩小差距”做出贡献。根据水权持有人和澳洲政府

之间的水转让合同，节约的水资源属于澳洲政府。 

 

6、补贴对象和方式 

 

项目资金通过联邦政府与昆士兰政府之间的资金协议提供。在公开申请及其评估后，昆士

兰州政府与通过申请的个体灌溉人签订了资助协议。 

 

7、补贴水平 

 

此项目共提供 1.55 亿澳元。截至 2017 年 6 月 30日，已进行了 12 轮公开申请。应当指出

的是，作为补贴要求的一部分，一部分以水权为形式的节水量属于澳洲政府供环境保护使



用。 

 

实际补贴金额 

 

2015-2016财政年 2016-2017财政年 

百万澳元 百万澳元 

18.1 15.4 

 

8、持续时间 

 

此项目的第 1轮申请开放时间：2010 年 6月，目前已持续至 2019-2020财政年。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iv） 古尔本-墨累水资源连接项目第二阶段（前称北维多利亚灌溉更新项目第二阶段） 

 

1、补贴项目名称：古尔本-墨累水资源连接项目第二阶段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这个由州政府主导的拨款计划提高了古尔本-墨累灌区输水系统和灌溉户的用水效率，每年

节约并向联邦政府输送 102 兆升的水。资助协议规定将个体灌溉者与主灌溉系统之间进行

连接、重新连接或断开连接到，并将份额内的节水输送给到联邦政府。 

 

该协议确保了澳大利亚最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的生产，并帮助英联邦实现了战略性的水资

源回收。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这项由州政府主导的 9.56亿澳元项目资金来源于可持续农村用水和基础设施项目。该计划

是 2008年 7 月签署的《墨累-达令本地改革的政府间协议》的主要内容。 

 

5、补贴形式 

 

此项目由资金由联邦政府和维多利亚州政府之间的资助协议提供。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实施

该项目的组织“古尔本-墨累用水组织”签订了资金协议。 

 

通过该计划节约的水属于联邦政府，并为“墨累-达令盆地计划”下的新的“可持续转移限

制项目”的 “缩小差距”做出贡献。根据水权持有人和澳洲政府之间的水转让合同，节约

的水资源属于澳洲政府。 

 

6、补贴对象和方式 

 



按照上述第 5点。 

 

7、补贴水平 

 

此项目共提供 9.56亿澳元。 

 

实际补贴金额 

 

2015-2016财政年 2016-2017财政年 

百万澳元 百万澳元 

0 151.9 

 

8、持续时间 

 

开放时间：2011年 11月，目前已持续至 2019年 6月 30日。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v） 维多利亚州农场现代化项目 

 

1、补贴项目名称：维多利亚州农场现代化项目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这个由州政府主导的项目对古尔本-墨累灌区的农场灌溉设施进行升级的支持。类型包括漫

灌，激光测量，漫灌转滴灌或喷灌，系统自动化和水渠修复。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这项由州政府主导的 1亿澳元项目资金来源于可持续农村用水和基础设施项目。 

 

5、补贴形式 

 

此项目由资金由联邦政府和维多利亚州政府之间的资助协议提供。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实施

该项目的组织“古尔本流域管理局”签订了资金协议。古尔本流域管理局负责接受申请并

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签订资助协议。 

 

通过该计划节约的水属于联邦政府，并为“墨累-达令盆地计划”下的新的“可持续转移限

制项目”的 “缩小差距”做出贡献。根据水权持有人和澳洲政府之间的水转让合同，节约

的水资源属于澳洲政府。 

 

6、补贴对象和方式 

 



按照上述第 5点。 

 

7、补贴水平 

 

此项目共提供 1亿澳元。 

 

实际补贴金额 

 

2015-2016财政年 2016-2017财政年 

百万澳元 百万澳元 

10.6 32.9 

 

8、持续时间 

 

开放时间：2013年 11月，目前已持续至 2019年 6月 30日。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vi） 新南威尔士州盆地管道项目 

 

1、补贴项目名称：新南威尔士州盆地管道项目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这个由州政府主导的项目旨在为新南威尔士州墨累-达令盆地，用更有效的运水系统替代现

有输水设施，以节约水资源。该项目旨在提高农业和非农用水使用和管理的效率和生产力，

确保实现灌溉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这项由州政府主导的 1300万澳元项目资金来源于可持续农村用水和基础设施项目。该计划

是 2008年 7 月签署的《墨累-达令本地改革的政府间协议》的内容之一。 

 

5、补贴形式 

 

此项目由资金由联邦政府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之间的资助协议提供。通过该计划节约的水

属于联邦政府，并为“墨累-达令盆地计划”下的新的“可持续转移限制项目”的 “缩小

差距”做出贡献。根据水权持有人和澳洲政府之间的水转让合同，节约的水资源属于澳洲

政府。 

 

6、补贴对象和方式 

 

项目资金通过联邦政府与新南威尔士州之间的资金协议提供。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以向新



南威尔士州政府申请资助。 

 

7、补贴水平 

 

此项目共提供 1.37亿澳元澳元。 

 

实际补贴金额 

 

2015-2016财政年 2016-2017财政年 

百万澳元 百万澳元 

0 0 

 

8、持续时间 

 

开放时间：2012年 6月，目前已持续至 2017-2018财政年。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 

 

（viii） 新南威尔士州灌溉农业现代化项目 

 

1、补贴项目名称：新南威尔士州灌溉农业现代化项目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这个由州政府主导的项目旨在改善农场的水利设施，使灌溉者采用更有效的水资源管理方

法，减少水的损失和提高生产力的能力。项目工程产生的节水将输送给联邦政府用于环保

使用。该项目提高了农业用水使用和管理的效率和生产力，确保实现灌溉社区的可持续发

展。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这项由州政府主导的 1.199 亿澳元项目资金来源于可持续农村用水和基础设施项目。该计

划是 2008年 7月签署的《墨累-达令本地改革的政府间协议》的内容之一。 

 

5、补贴形式 

 

此项目由资金由联邦政府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之间的资助协议提供。通过该计划节约的水

属于联邦政府，并为“墨累-达令盆地计划”下的新的“可持续转移限制项目”的 “缩小

差距”做出贡献。根据水权持有人和澳洲政府之间的水转让合同，节约的水资源属于澳洲

政府。 

 



6、补贴对象和方式 

 

项目资金通过联邦政府与新南威尔士州之间的资金协议提供。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以向新

南威尔士州政府申请资助。 

 

7、补贴水平 

 

此项目共提供 1.199亿澳元。 

 

实际补贴金额 

 

2015-2016财政年 2016-2017财政年 

百万澳元 百万澳元 

13.4 31.7 

 

8、持续时间 

 

开放时间：2012年，目前已持续至 2018-2019财政年。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ix） 农场高效灌溉项目 

 

1、补贴项目名称：农场高效灌溉项目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这个由联邦政府主导的拨款项目通过地方的输水机构（如行业组织和流域管理局）提供。

此计划旨在帮助灌溉户实现农场灌溉设施的现代化，提高用水效率，同时将节水用于环境

保护中。类型包括漫灌转滴灌或喷灌，激光分级和系统自动化。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这项由澳洲政府主导的 5.09亿美元澳元项目资金来源于可持续农村用水和基础设施项目。 

 

5、补贴形式 

 

此项目由资金由联邦政府和地方的输水机构之间的资助协议提供。在政府批准资金之前，

需要对所有项目进行全面评估。通过该计划节约的水属于联邦政府，并为“墨累-达令盆地

计划”下的新的“可持续转移限制项目”的 “缩小差距”做出贡献。根据水权持有人和澳

洲政府之间的水转让合同，节约的水资源属于澳洲政府。 

 

6、补贴对象和方式 



 

项目资金通过联邦政府与地方的输水机构之间的资金协议提供。已经进行了 5次公开申请。 

 

7、补贴水平 

 

此项目经过 5轮实施，共提供 5.09亿澳元。通过申请的输水机构已获得 100万至 3,300万

澳元用于节水设施工程。该资金已提供给约 1500个农场项目。应当指出的是，作为补贴要

求的一部分，一部分以水权为形式的节水量属于澳洲政府供环境保护使用。 

 

实际补贴金额 

 

2015-2016财政年 2016-2017财政年 

百万澳元 百万澳元 

62.2 78 

 

8、持续时间 

 

此项目的第 1轮申请开放时间：2010 年，目前已持续至 2018-2019财政年。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 

 

（i） 联邦农业高效灌溉促进项目 

 

1、补贴项目名称：联邦农业高效灌溉促进项目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此项目以协助墨累-达令盆地的灌溉户提高现代化和农场灌溉设施的

效率，并将节约的水资源回收到环境中。该项目通过当地的输水机构提供，如行业机构和

流域管理局，灌溉机构和灌溉户。 

 

在整个项目是实施之前，需要在一个或多个输水机构作为试点，以测试项目设计。其中第

一项是南澳大利亚的试点项目，最高可达 1500万美元，于 2016年 9月开始，将持续三年。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这项目授权于《2007年水资源法》，由环境水资源专项账户资助。 

 

5、补贴形式 

 

此项目由资金由联邦政府和地方的输水机构之间的资助协议提供。在政府批准资金之前，



需要对所有项目进行全面评估。通过该项目实现的节水将输送给联邦政府，并通过有效措

施为社区提供额外的 450GL 环境用水，并为社区带来中性或有益的社会和经济影响。节水

通过水权持有人和英联邦之间的水转让合同交付给联邦政府。 

 

6、补贴对象和方式 

 

项目资金通过联邦政府与地方输水机构之间的资金协议提供。目前正在南澳大利亚开展试

点计划。完整的计划正在实施并将持续到 2024年。 

 

7、补贴水平 

 

此项目共提供 1500万澳元。应当指出的是，作为补贴要求的一部分，一部分以水权为形式

的节水量属于澳洲政府供环境保护使用。 

 

实际补贴金额 

 

2015-2016财政年 2016-2017财政年 

百万澳元 百万澳元 

0 1.8 

 

8、持续时间 

 

项目试点开始开始；2016年 9月。完整项目资金已安排至 2023-24财政年。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 

 

16.7   塔斯马尼亚州农业发展优惠贷款计划 

 

1、补贴项目名称：塔斯马尼亚州农业发展优惠贷款计划 

 

2、补贴期间：2015-2016财政年和 2016-2017财政年 

 

3、补贴内容和目的 

 

农业发展优惠贷款计划是塔斯马尼亚州政府为本州农场企业和农业食品企业提供的低息贷

款计划。本计划是支持推进政府《农业展望 2050》计划的项目，旨在提高塔斯马尼亚州农

业和农业食品板块的价值。 

 

4、补贴的背景和权限 

 

贷款计划为塔斯马尼亚农场企业和农业食品企业提供经济援助，其中大部分业务在塔斯马

尼亚州进行。符合条件的贷款用途包括： 

 



• 开发一种创新的农业综合企业计划，且该计划仍需长时间去产生收益; 

• 创建新企业或扩展现有企业;或 

• 实施生产力或价值增强的活动; 

 

否则无法在正常的银行安排下提出和/或融资。 

 

5、补贴形式 

 

低利率贷款。 

 

6、补贴对象和方式 

 

对符合条件的塔斯马尼亚农民，且必须能够证明有在五年内偿还贷款的能力或能再次获得

商业融资的能力。 

 

7、补贴水平 

 

下表反映了 2015-2016财政年、2016-2017财政年的资助情况。 

 

实际补贴金额 

 

财政年 资助金额（澳元）） 接受资助的公司数量 产业 

2015-2016  1027054澳元 5 农业 

2016-2017  4085308澳元 14 农业 

 

8、持续时间 

 

此计划于 2015年 8月开始，并在 2016年 7月的复查后延长，下次复查时间定于 2018 年 9

月。 

 

9、对贸易影响的数据统计评估 

 

现无统计数据评估贸易影响。 

 































































































































































































































































 

 

 

 

 

 

 

 

 

 

 

 

附件十一 

 

汇 率 统 计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平均汇率

Administrator
文本框
美元兑澳元汇率 2017年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统计表

期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平均
2014年 6.1043 6.1128 6.1358 6.1553 6.1636 6.1636 6.1569 6.1606 6.1528 6.1441 6.1432 6.1238 6.1431
2015年 6.1272 6.1339 6.1507 6.1302 6.1143 6.1161 6.1167 6.3056 6.3691 6.3486 6.3666 6.4476 6.2272
2016年 6.5527 6.5311 6.5064 6.4762 6.5315 6.5874 6.6774 6.6474 6.6715 6.7442 6.8375 6.9182 6.6401
2017年 6.8918 6.8713 6.8932 6.8845 6.8827 6.8019 6.7654 6.6736 6.5634 6.5154 6.6186 6.5942 6.7463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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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澳大利亚农业水利部关于大麦的生产和出口数据披露



Coarse grains

Estimated domestic disposals

P d ti b E t Oth d S d

4.9 Australian coarse grains supply and disposal, by grain  a

Production b Exports c Other d Seed

kt kt kt kt

2011–12 8,221 6,146 1,911 164

2012–13 7,472 5,289 2,011 172

2013–14 9,174 6,957 2,035 184

2014–15 8,646 5,932 2,529 185

2015–16 8,992 6,342 2,471 180

2016–17 s 13,414 9,465 3,780 169

Barley  

2016–17 s 13,414 9,465 3,780 169

2011–12 1,262 213 1,014 35.0

2012–13 1,121 237 850 34.3

2013–14 1,255 253 960 41.0

2014–15 1,198 238 920 39.9

2015–16 1,300 274 983 43.4

2016–17 s 1,873 365 1,472 35.7

Oats

Sorghum b

2011–12 2,239 950 981 3.3

2012–13 2,229 1,179 1,056 3.2

2013–14 1,282 1,146 1,080 2.7

2014–15 2,209 397 881 3.7

2015–16 1,791 1,638 569 3.4

2016–17 s 1,017 913 1,305 2.4

2011–12 451 46.0 311 1.0

Corn (maize) b

2012–13 506 106 346 1.2

2013–14 390 106 400 0.8

2014–15 495 60.1 330 0.9

2015–16 400 63.9 431 0.8

2016–17 s 516 63.2 342 1.0

2011–12 285 0.0 280 5.0

2012–13 171 0.0 167 4.0

2013 14 126 0 0 122 4 1

Triticale

2013–14 126 0.0 122 4.1

2014–15 143 0.0 137 5.8

2015–16 127 1.1 123 4.8

2016–17 s 255 0.3 252 3.3

2011–12 12,457 0.0 4,496 208

2012–13 11,499 0.0 4,429 214

2013–14 12,226 0.0 4,597 232

2014–15 12,691 0.0 4,797 235

Total

2014 15 12,691 0.0 4,797 235

2015–16 12,610 1.0 4,575 232

2016–17 s 17,076 0.3 7,150 211

a Crops sown for grain. Crop years are November–October for barley, oats and triticale, and March–

February for corn (maize) and grain sorghum. b Series break in 2015–16. Prior to 2015–16 figures are

based on establishments with an estimated valu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s (EVAO) of $5,000. From

2015–16 (inclusive) figures are based on establishments with an EVAO of $40,000. c Volumes are

presented in the year of actual export, which is typically one year after production. Includes grain

equivalent of malt. d In principle, calculated as a residual: production plus imports less any observed or

assumed change in stocks and less seed use. s  ABARES estimate.

Sources: ABARES, Australian crop report, Canberra;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ABS), Agriculture,

Australia,  cat. no. 7113.0, Canberra; ABS,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Australia,  cat. no. 7121.0,

Canberra; ABS, International trade, Australia,  cat. no. 5465.0, Canberra; ABS, Principal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Australia, preliminary,  cat. no. 7111.0, Canberra; ABS, Summary of crops, Australia,  cat.

no. 7330.0, Canberra; UN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UN Com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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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澳大利亚出口谷物创新中心的介绍及相关报告节选



 

澳大利亚出口谷物创新中心(Australian Export Grains Innovation-AEGIC）

所出具的《澳大利亚大麦-质量、安全、可靠性报告》和澳大利亚出口谷物创新

中心（AEGIC）介绍的标注部分，翻译摘要如下： 

 

澳大利亚出口谷物创新中心（AEGIC）旨在成为澳大利亚谷物行业市场洞察

力，创新和应用技术的领先组织，是西澳大利亚州政府的和澳大利亚的谷物研究

与开发公司合作倡议建立的。 

 

报告内容：澳大利亚是全球主要的大麦出口国，其啤酒大麦出口量占全球总

出口量比例为 30%-40%，饲料大麦出口量占全球总出口数量比例为 20%。据

2011/2012 年财年至 2016/2017 财年，五年平均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大麦种植面

积约 4百万公顷，年产 900 万吨大麦。其中 30%-40%为啤酒大麦，剩余用于人类

消费或饲料。 

 

据2012/2013财年至2016-2017财年，四年平均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大麦总出

口量为6,401,043吨，其中向中国出口量为4,204,000吨，占澳大利亚大麦全球总

出口量比例为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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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n barley growers 
have built an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for producing 
high quality, clean and food 
safe grain which is highly 
sought after worldwide. 

Australian 
barley

Quality, safety, and 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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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produces two-row spring barley 
that is plump and bright with moderate 
protein content.

Harvested grain has low moisture content 
with long storage viability and is highly 
regarded globally by malting, brewing, 
distilling, shochu and feed industries. 

Australian malting barley has a strong 
reputation because of its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versatility to suit 
different end-product uses. Australian barley 
grain has a high germination rate with 
uniform malting characteristics. Accredited 
varieties produce malt with an excellent 
level of extract and a range of enzyme 
levels to suit different style end-products.

Increasing production

South AustraliaSouth Australia

Tasmania

Western Australia

Northern
Territory

Queensland

New South
Wales

Victoria

Western Australia

Northern
Territory

Queensland

New South
Wales

Victoria

Tasmania

Figure 1  Areas of barley production

Table 1  Australian barley production

State Production (t)

Western Australia 3,290,000

South Australia 2,069,000

New South Wales 1,973,000

Victoria 1,934,000

Queensland 255,000

Tasmania 18,000

TOTAL  9,539,000

Source: ABARES 
Five year average up to 2016–17 (financial years)

Growing barley in Australia

Barley is integral to Australian 
crop farming

• Adaptable

• High yield potential

• Strong demand

On average, more than 9 million metric 
tonnes (mmt) of barley is produced across 
4 million hectares (see Table 1). 30–40% of 
the yield achieves malting grade, with the 
remainder used for human consumption or 
stock feed. 

Growing through Australia’s winter months, 
barley is rotated with other crops including 
wheat, canola, oats and pul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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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ustralia’s spring months (September to 
November), barley crop harvesting begins 
in the country’s northern regions.  The 
harvesting season usually finishes during 
December in Australia’s southern area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stralian grain breeding organisations 
develop new barley varieties that are high 
yielding, well adapted and have specific 
qualities that meet customer requirements 
(see Table 2).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Australian 
industry, AEGIC conducts in-market 
and laboratory research to ensure the 
Australian industry understands and can 
meet customer requirements.

Table 2  Australian barley varieties

Malting grade Bass Flinders

Baudin GrangeR

Buloke La Trobe

Commander Scope CL

Compass Spartacus

Fairview Westminster

Food grade Hindmarsh

For the full list of all accredited varieties, please visit the 
Barley Australia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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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n barley is in high 
demand globally for use 
in beer brewing, distilling 
and as a high quality, clean 
animal feed. 

A reputation for 
quality

At a glance

   There is stro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demand 
for Australian barley because of its excellent malt and 
feed qualities.

   Australia is a major barley exporter, supplying 30–40% of 
the world’s exported malting barley and 20% of global 
feed barley. 

   New malting barley varieties are evaluated and accredited 
through a voluntary scheme managed by Barley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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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是全球主要的大麦出口国，其啤酒大麦出口量占全球总出口量比例为30%-40%，饲料大麦出口量占全球总出口量比例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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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大麦种植面积约4百万公顷，年产900万吨大麦。其中30%-40%为啤酒大麦，剩余用于人类其他消费或饲料。



Major markets for 
Australian barley
Australia is a major malting and feed barley 
exporter, accounting for 30–40% of the world’s 
exported malting barley and 20% of global feed 
barley exports.

Pilot Malting 
Australia
The Australian industry 
has access to Pilot Malting 
Australia, Australia’s first 
national pilot malting facility. 
Located at Edith Cowan University in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the pilot malting plant has 
been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simulate commercial 
malting practice and consists of one universal 
chamber that caters for steeping, germination and 
kilning. Pilot Malting Australia provides capacity to 
evaluate pre-released barley lines, a platform to 
improve pathway to market and equipment  
for industr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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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NAM
$14 million

48,000 tonnes

JAPAN
$193 million

702,000 tonnesKUWAIT
$51 million

212,000 tonnes

U.A.E.
$63 million

238,000 tonnes

SAUDI ARABIA
 $178 million

710,000 tonnes
SOUTH AFRICA

$17 million
48,000 tonnes

CHINA
$1.2 billion

4,204,000 tonnes

KOREA
$18 million

51,000 tonnes

TAIWAN
$11 million 

41,000 tonnes

Figure 2  Major markets for Australian barley
Four year average up to 2016–17 (financial years)
Source: ABS

Total    $1.78 billion
     6,401,043 tonnes
$ = AUD

OMAN
$10 million

37,000 tonnes

TOP 10 MARKETS 
$1.76 billion
6,292,000 tonnes

OTHER MARKETS 
$31 million
109,000 tonnes

2%

98%

TOTAL 
VALUE

WANG PENG
标注
总出口量：6,401,043吨向中国出口量：4,204,000吨所占比例：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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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uses

Australian Export Grains Innovation Centre
Perth (head office)
3 Baron-Hay Court  
South Perth, WA 6151, Australia
P +61 (08) 6168 9900
E admin@aegic.org.au

Sydney
1 Rivett Road, Riverside Corporate Park
 North Ryde, NSW 2113, Australia
P +61 (02) 8025 3200

All contents copyright © AEGIC.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related bodies corporate, directors and employees of AEGIC accept no liability whatsoever for 
any injury, loss, claim, damage, incidental or consequential damage, arising out of, or in any way connected with, the use of any information, or any, 
error, omission or defect in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is publication. Whilst every care has been taken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is publication AEGIC 
accepts no liability for the accuracy of the information supplied.

AEGIC is an initiative of the Western Australian State Government 
and Australia’s Grains Research &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Australian Export Grains Innovation Centre  aegic.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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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n barley is well-
suited to malt production 
(mostly for beer brewing), 
animal feed and in the 
distillation of spirits such 
as malt whiskey and 
Japanese shochu. 

Unmalted barley for human consumption 
is relatively minor, but growing. There is 
also some interest in using raw barley for 
enzyme brewing. 

Malting varieties
New barley varieties in Australia undergo 
a rigorous evaluation process before they 
gain accredit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To gain official malting accreditation, 
new barley varieties are reviewed 
for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quality, 
agronomic performance and disease 
resistance. Varieties are then appraised for 
commercial processing capabilities. 

Barley Australia sets the accreditation 
standard and manages Australia’s malting 
barley evaluation process. The Malting 
and Brewing Industry Barley Technical 
Committee (MBIBTC), which is part of 
Barley Australia, is the Australian body 
for assessing malting barley varieties 
and determining whether a variety meets 
international and/or domestic criteria.

Barley Australia publishes a list of 
accredited varieties and those currently 
under evaluation. The list is updated 
annually and can be viewed at  
www.barleyaustralia.com.au

Each malting barley variety displays 
different traits which suit particular 
growing conditions, with characteristics 
determining which variety is grown. 
These include:

• Physical quality

• Yield potential

• Disease resistance

• Maturity length

• Adaptation

Availability of new varieties allows 
growers to select that which best suits 
their farming operations. This results 
in periodic transition (when necessary) 
between malting varieties and the 
volume that is available f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ustomers. 

Malting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Australia produces a selection of malting 
barley varieties that are bright, with high 
hectoliltre weight and moderate protein. 
Australian barley varieties are versatile with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that suit a range of 
processing requirements and beer styles.

Feed barley
Australian barley is well suited for animal 
feed, including all types of poultry. 
Australian feed barley is low in mycotoxin 
contamination with good nutritional 
attributes and energy content. Australian 
barley has higher fibre than some other 
feed grains, which can be beneficial for gut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

This Australian Barley Grain 
Note is proudly supported 
by Barley Australia

mailto:admin%40aegic.org.au?subject=
http://aegic.org.au
http://www.barleyaustralia.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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