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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總監的話 

感謝上主帶領，學會在去年底完成了 20 週年講座及活動。今年頭半年，邀請我們到校分享

珍愛教育的中小學比往年多，平均每天多過一場講座邀請。此外，今年 2 月香港終審法院院

裁定，由女轉男的變性人在保留子宮和卵巢的情況下，仍可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我們也舉

辦了幾場講座談及相關事件。我們計劃在暑假舉辦珍愛教育義工訓練計劃，完成培訓的學員

有機會和我們一起到校分享。我們也計劃在七月舉辦「友誼哲學讀書組」，在浪漫至上的社

會探討友誼價值。大家可繼續留意我們的宣傳。 

你的弟兄， 

鄭安然 

性文化通訊 

第四十二期 

二Ｏ二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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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香港性文化學會對變性人改身份證性別案的聲明 輕率打開潘朵拉

盒子 深遠影響誰人來承擔 

 

2023 年 2 月 6 日香港終審法院裁定，由女轉男的變性人在保留子宮和卵巢的情況下，仍

可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案件編號：FACV Nos. 8 & 9 of 2022 ；訴訟各方：TSE HENRY 

EDWARD v. COMMISSIONER OF REGISTRATION ， Q v. COMMISSIONER OF 

REGISTRATION）。 法庭認為，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是用於核實身份，而非確立法律上的性

別；要求變性人接受完整變性手術的規定違反人權。我們對這裁決深表質疑，認為法官所提

供的理據有欠充分，他們對「人權」的理解也遠離香港社會和文化的現實（有關論據將會以

文章和講座交代）。 

 

從歐美經驗看放寬變性政策對社會的的五個深遠影響 

 

我們認為，終審庭的裁決再次輕率地打開香港跨性別運動的潘朵拉盒子（上一次是他們

有關變性人婚姻的裁決），將來勢必引起更多要求放寬變性政策的司法覆核挑戰。因此這案件

值得教育工作者、父母和社會大眾留意，特別是關注青少年兒童、女性權益及隱私的人士。 

 

在社會影響方面，法庭斷言政府一方提出不需完成全套變性手術、也能更改身份證上性

別標記的做法會造成實際社會問題；是「誇大、沒有說服力、高度做作、幻想、罕見的例外」

(段 80, 81, 82, 99)。香港性文化學會多年來搜集及分析跨性別運動在西方社會的影響和案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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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十分多，新聞媒體有時也有報導，社會大眾已略知一二。奈何法庭對跨性別在西方造成的

社會影響幾乎隻字不提。是次判決將帶來眾多法庭沒認真考慮的影響，簡略分為五點如下： 

 

1. 變性政策勢必急劇變化和自由化 

 

是次判決雖只關乎女變男，但基於性別平等原則相關「權利」幾乎一定擴及男變女。而

且法庭今次使用的論據同樣適用於男變女（甚至也能支持最激進的「自我聲明模式」，即不需

要變性手術或其他醫療干預也能更改性別）。外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將兩者分開處理的國家並

不存在，相信香港亦不例外，即使政府有意分開處理亦必然會再受司法覆核挑戰。 

 

2.不公和安全問題接踵而來，女性權益被漠視 

 

在歐美各國寬鬆的變性政策已帶來種種問題，如生理男性可進入女廁，威脅女性及女童

安全和隱私；男跨女的運動員參加女子組賽事，造成不公；跨性別強姦犯進入女性監獄繼續

傷害女性；女性庇護所必須接收男跨女，反令原本應受保護的婦女和女童必須離開。 

 

3. 「男人」生仔，劇烈衝擊性別身份和家庭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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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規定下，女跨男還保有子宮和卵巢，故原則上仍有懷孕能力，令外國出現「男人」

懷孕的情況。然而，法庭以這些例子是「罕見的例外」（段 99）便無視這個影響。事實上，這

些例子在西方並不是罕見的例外，甚至逐漸成為主流文化。澳洲健康部門公布，單是 2013 年

澳洲便有 54 名「男人」產子案例，2016 年更有 75 人。2021 年 Unicode 聯盟（The Unicode 

Consortium）正式確認 Emoji 14.0 的新增內容，加入「懷孕男人」（Pregnant Man）及「懷孕

者」（Pregnant Person）作全新的表情符號，可見「男人」生仔的概念已融入大眾的日常生活。

但法官仍覺得這是匪夷所思，其實他們看看自己手機上 WhatsApp 的表情符號也可知悉種種

變化。這類「男人」產子的情況，生母以父親的身份走進孩子的世界，令兒童承受身份危機，

也大大衝擊了正常的性別和身份觀念，對兒童影響尤深。 

 

4. 兒童性別焦慮問題急升，西方開始檢討 

 

外國出現性別焦躁症（gender dysphoria）問題的兒童急遽上升。由 2017 年到 2020 年，

美國的病患數字急升一倍；英國自訂立《性別承認條例》十年後，有關個案增加百倍。瑞典

國家衛生與福利委員會（National Board of Health and Welfare）曾公布，13-17 歲少女診斷為

性別焦躁症，在 2008 年至 2018 年間上升 1,500%。本會近年也接觸多了有性別混亂的香港年

青人。有些 LGBT 倡議者堅持數字上升只因大眾的了解增多，但醫學界、兒童權益組織已開

始呼籲正視問題。例如意大利精神分析協會近日發表公開信，關注性別疑惑兒童的醫療方式。

蘇格蘭近日有新法准許按心理感覺決定性別，但英國政府憂慮威脅婦女權利或提出挑戰。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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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本身是變性人及曾幫逾百青少年變性的美國資深臨床心理學家 Erica Anderson 也承認，西

方現時變性門檻太低，情況過火了！正當西方不少人正經歷跨性別運動的負面影響及開始檢

討時，香港法官似乎仍一概否認放寬變性政策對社會的負面影響。 

 

5.加重醫療負擔，後悔變性個案增加 

 

跨性別人士需長期服用荷爾蒙，較其他人更容易出現各種健康問題。混亂的性別身份亦

不利醫護人員斷症，更有可能因錯認原生性別而開錯藥、錯劑量；最終令醫療系統百上加斤。

現時西方出現愈來愈多的「後跨」群體（detrans），他們後悔變性，有些甚至控告醫生專業疏

忽。這些都是放寬變性政策帶來的長遠後果。 

 

終審庭法官應扮演跨性別運動的先鋒嗎？ 

 

近年終審庭在有關婚姻與性別的案件中，多次和一致地作出相當激進的判決，幾乎是促

進 LGBT 議程的先鋒和大功臣。他們的理念以人權為名，但實質上與 LGBT 活躍分子的意識

形態相差無幾──但這些意識形態在香港最少是有極大爭議性的。我們質疑，寥寥幾位法官真

的有權去把他們的理念，強加於數以百萬計的香港人嗎？最少，先容讓公民社會或立法機關

有更多和更充分的討論，不是更好的辦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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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更多跨性別運動對西方社會的影響，參本會的「性文化資料庫」（不斷更新）： 

https://blog.scs.org.hk/category/%e8%b7%a8%e6%80%a7%e5%88%a5/ 

 

2) 有關變性的問題和對終審庭變性人婚姻裁決的批判，請參：關啟文，《同性與變性》，香港：

宣道，2015 年 6 月。 

 

3)香港性文化學會電子書小冊子：《消失的性別界線——「性別認同」立法之逆向歧視你要知》，

https://issuu.com/hkscsbooks/doc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08a1f1bbdda4f3 

 

4. 以上聲明的「懶人包」已上傳到 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p/CoW_4VXhrER/ 

 

注： 

雖然社會形容此案件有時用上「跨性別」字眼，但我們在聲明用的字眼是「變性人」，英文是

Transexual，簡稱 TS，是跨性別 Transgender（TG）類別下的細分類。有時也會統稱為「跨性

別」Transgender（TG），因此兩個詞語有時是互用。但變性人( TS )特別指尋求醫療援助進行

性別重置療法，例如性別肯定激素治療和性別重置手術的人士（像今次案件的人士)。而「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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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 TG )指一些認同自己的性別為非生理性別的人士，而他們不一定尋求醫療援助。基於

以上分別，我們用上「變性人」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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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意大利精神分析協會公開信： 關注性別疑惑兒童的醫療方式 

 

文：招雋寧（特約研究員） 

LGBT 運動者素來提倡，讓出現變性傾向或性別疑惑的兒童服用特殊的荷爾蒙，阻止他/

她們的青春期來臨。從而，阻止這些兒童的正常發育，令他們在未來可以更容易接受變性手

術。這方法向來備受爭議。如今，關注兒童權益的專業組織又多一員。 

 

上月，意大利精神分析協會 (Società Psicoanalitica Italiana) 致函該國總理梅洛尼，表示

嚴正關注對年輕人使用青春期阻斷劑這種「治療」方式。 

 

這封公開信有其背景。由 2018 至 2021 年間，年輕人身心性別不一致的個案激增 315％。

意大利心理學家 Maddalena Mosconi 就曾向媒體表示，相關的數字與疫情的隔離措施可能大

有關係。缺乏社交的環境可能令兒童的身心更不穩定，他指出許多孩子總是在尋找「我是誰」、

「我是男或女」的身份問題。 

 

公開信的撰文者， Sarantis Thanopulos 是意大利精神分析協會的主席。在 1 月 12 日，他

發表公開信，呼籲要以嚴謹的科學探討青少年的心理性別和性別焦躁等議題。他指出，現時

根本未有嚴謹和仔細的研究去檢視相關做法，現時如青春期阻斷劑等處理性別焦躁的方式，

更多是一種「實驗」，情況引起他們的多項嚴重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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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opulos在公開信中進一步呼籲，應該認真地審視使用青春期阻斷劑所帶來的副作用，

並進而規定不能再對性別焦躁的青少年使用阻隔藥物。他提到，處於青春期前期的青少年，

他們的性別身份和自我觀念仍在發展當中，並不能僅基於當事人的陳述，就完全診斷當事人

為性別焦躁症。 

 

他說：「只有少數人在度過青春期後，仍未能認同自己生理性別的身份，確認為性別焦躁。」

他指出，性別身份的成熟是青春期成長階段的重點，如果延後或甚至阻截一個人的心性發展，

只會削弱穩定身份的成熟過程，實在有違了年輕人成長的核心需要。同時，就算那些宣稱有

性別焦躁的孩子，將來真的被診斷為性別焦躁，攔截他們的身體發育亦不會令他們獲得到另

一性別的身體。 

 

Thanopulos 表示他們樂意持續關注和探討此性別議題，但青春期阻斷劑對年輕人成長會

造成不可逆轉的後果，更有其他各項與性別不相關的副作用（例如骨質疏鬆和不育）。現時專

業各界仍質疑，單單青少年的一句「同意」和「知情」，是否就足以讓醫生准許他們使用這種

要付出巨大代價的藥物。 

參考資料： 

https://www.ncregister.com/cna/italian-psychoanalytic-society-expresses-great-concern-over-

use-of-puberty-bloc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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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變性」會是下個醫療金礦？一份問題研究告訴我們的事 

文：梁海欣（項目幹事） 

 

科學是可信的，但科學從業員不能盡信，這是後真相和後疫情年代中很多人學到的一課。

作為研究者，理應堅持道德操守，中立地按證據說話。然而，現實中政治正確和資金往往凌

駕科學原則，令研究淪為政治宣傳和財團牟利的工具。 

 

據「生命網」(Lifesite news)報導，一份名為《跨男性和非雙性青少年和年輕人的上身手

術及胸部焦躁狀況》(Top Surgery and Chest Dysphoria Among Transmasculine and Nonbinary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的報告聲稱，切除乳房對有性別困惑的少女有益，更稱「切除

健康的乳房並不需設任何年齡限制」。 

 

由於這結論符合政治正確和左派的觀點，故受到媒體大肆吹捧；但結論畢竟關乎兒童權

益，不少醫生和社會科學家均批評該份研究，更揭露其研究方法及結論原來大有問題。而報

告的研究人員更被指出其立場可能受到金主左右，致令他們偏頗地作出「做變性手術是有益

的」的結論。 

 

據報，報告的研究人員與盧里兒童醫院 (Lurie Children’s Hospital) 和西北大學醫院

(Northwestern University’s Hospital)關係密切。前者收取了普利茲克家族(Pritzker)大量資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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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跨性別藥物及性別牢固服務(gender-affirming care)。而後者的法學院亦接受了普利茲克家

族的另一成員，現任伊利諾伊州州長 J. B. 普利茲克 (J.B. Pritzker) 的一億美元捐款。 

 

需知道，諸如切除乳房等變性手術均是不可逆轉，而選擇變性的兒童亦需終身服用荷爾

蒙「藥物」才能維持異性的外型。換言之，對藥廠和相關人士而言，每多一個「跨性別人士」，

就多一個忠誠和終身的客戶。這種巨大的利益和商機，又會如何影響研究人員？ 

 

美國天主教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教授邁克爾紐(Prof. Michael New)就指出，

這份研究充滿問題。 

 

首先，這研究是以 13 至 24 歲的女性為對象，一組接受了「乳房切除術」；另一組對照

組則只服用睾酮藥物。研究既沒找來接受其他治療的女生（例如只接受心理輔導），更只找了

36 位有做手術與 34 位沒有做手術的人作比較。總數只有 70 人的樣本量實在太小了，根本不

足以作出有力的結論。 

 

更過份的是，研究人員自己也承認，他們缺少了 11 人的數據，既不知道這 11 人有沒有

做手術，更不知她們的健康情況。換言之，有 13%的研究參與者失蹤了，這對研究造成很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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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跟進時間太短──研究人員只觀察病人做手術後三個月的情況，但各種精神問題往

往要在稍後時間才會浮現。邁克爾紐教授指出，病人即使在做手術一年後才感到後悔、不滿

意、抑鬱也是時有發生的事。研究人員理應追蹤手術對病人所造成的長遠影響，尤其這種跨

性別手術是不可逆轉的。 

 

#小心閱讀科學研究 

 

正所謂「魔鬼在細節」，一份貌似客觀的科學研究，背後竟然有許多一般人不知道的因素，

影響著其研究手法及結論。我們要慎思明辨，以免在他人唆擺下，作出後悔一生的決定。 

 

參考資料： 

‘Ethics and science are dead’: Doctors, researchers blast new study pushing breast amputation for 

teen girls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s/ethics-and-science-are-dead-doctors-researchers-blast-new-

study-pushing-breast-amputation-for-teen-girls/ 

 

“Billionaire Pritzker family pushing ‘Synthetic Sex Identities’ on Americans” 

https://www.lifesitenews.com/blogs/billionaire-pritzker-family-pushing-synthetic-sex-identities-on-

amer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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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被色情影響的 4 種能力，西班牙研究揭色情成癮與認知能力的內

在關聯 

 

在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很多昏君，隋煬帝、周幽王、紂王等都是我們熟知的名字，但他們

無一例外，都被冠以「荒淫無度」、「沉迷女色」等描述，「酒池肉林」和「後宮佳麗三千」幾

乎可以和昏庸無能劃上等號。到底性沉溺和人的行為能力是否真的有關？抑或只是世人的穿

鑿附會？ 

 

隨著網絡和智能手機的出現，我們接觸色情資料的質、量和密度已經更勝古代皇帝。各

種調查均顯示，不論男女，觀看色情的人逐年増長，首次觀看的年齡愈趨年輕。這對我們的

認知能力會有何影響？浸淫在色情資訊中又會改變大腦的能力嗎？ 

 

西班牙心理學家 J. Castro-Calvo 與團隊在 2021 年發表文獻，以 21 個實驗為材料，有系

統地分析色情成癮與偏差認知的關聯。 

 

研究結果顯示，色情沉溺與四類認知能力有關： 

1.    專注力偏差 

2.    自制能力 

3.    工作記憶 

4.    決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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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力偏差。亦即當人迷上色情，只要相關的刺激一出現便會快速和優先地奪取了人的

注意力。分析眾多實驗後，學者確認習慣觀看色情的人，甚或受其困擾的人，特別容易受到

色情影像的刺激而分心。色情取得人的關注，吸引人「想看」更多色情。 

 

自制能力，人依靠自制能力來調控自己的行為，當面對著外在刺激和內在的慾望時能，

自制力使我們能控制思想、行為和情緒；否則我們就會隨意發怒、犯罪，也不易完成需要完

成的工作。學者發現有證據顯示，習慣使用色情的人在考驗自制力的實驗中，成績較差；而

當有色情影像同時出現時，他們會更難專注地控制自己的行為。此外，較多觀看色情的人亦

較難從各類不相干的刺激中，重回專注狀態。 

 

工作記憶，是進行一連串認知活動時，腦部用以暫存各種資訊的操作系統。這個認知過

程幫助人們記得要做的各項事，並將其串連一起，以解決問題。學者分析的幾個實驗均顯示，

色情沉溺者的工作記憶系統較弱，以致他們完成任務的準確度和速度都較差。 

 

決策能力，人會在認知過程中集合各種資訊，分析並作出最適合的決定。長期觀看色情

的人，在實驗中表現得較為衝動，也較易做出不理智的決定，遭遇各項事情時所作的反應亦

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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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不同實驗設計中帶出的影響大小不同，但學者仍然得出結論：引致問題的色情沉溺

與各種認知偏差以及能力的減退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 

 

這份研究可說是印證了我們長久以來的印象：「咸濕」的人自制力較弱、較易動怒、也較

易分心，例如在街頭看到美女或性感女郎時會無法自制地一路望著對方。知道這點後，我們

又會想成為怎樣的人呢？ 

 

文獻參考： 

Castro-Calvo, J., Cervigon-Carrasco, V., Ballester-Arnal, R., & Gimenez-Garcia, C. (2021). 

Cognitive processes related to problematic pornography use(PPU):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xperimental studies. Addictive Behaviors Reports, 13, 100345. Doi:10.1016/j.abrep.2021.10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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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女同演員的仇恨言論：得罪跨性別人士面臨三年徒刑 

 

「男人不可能是 Lesbian」，如果你在挪威說出這句，可能會跟本文的女主角 Tonje 

Gjevjon 一樣，面臨公權力的調查和控告，更可能承受最高三年的刑罰。 

 

Tonje Gjevjon，是一位挪威女電影製作人。日前，她在 facebook 上評論唯一跨性別運動

活躍份子 Christine Jentoft 的性別身份。她說：「那些男人不可能是女同志，就像男人不可能

懷胎十月一樣。」（Det er like umulig for menn å bli lesbiske som det er for menn å bli gravide.） 

 

因著這句說話，Gjevjon 有機會面臨最高三年徒刑。 

 

而 Gjevjon 本身以女同志自居，而她所評論的 Jentoft 則為一生理男，自我認同為跨性別

者，認為自己是一位「女同志媽媽」。 

 

在 2020 年，挪威國會擴張保障 LGBT 的法網，禁止對跨性別人士發表仇恨言論。私下

發表的言論最高判囚一年，而公開言論則可判囚三年。另外，挪威早自 2016 年起已准許國

民可在沒有任何醫療診斷的前提下，按心理感受更改法律上的性別。 

 

因 facebook 的公開言論，Gjevjon 正接受警察調查。值得留意的是，她是受到來自政府

執法和檢控——公權力——的狙擊，而不是 Jentoft 的民事控告。 

 

Gjevjon 認為女人就是女性，女同志不會有陰莖，兒童不應也未有能力去決定和處理自

己的性別。她的活動多次因為這種「被妖魔化了」的觀點而被取消。她認為跨運者的行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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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律傷害了民主社會，「政客和活動家在妖魔化一個不跟上他們步伐的女同藝人」，「跨

運活躍者聯絡與我合作的人，為我扣上仇恨者的帽子，警告他們不要與我合作。」 

 

這事件再次說明，針對所謂「仇恨言論」的法例不過是以「保護弱勢」之名，行以言入

罪之實。法例是為令性別政治的異見者噤聲，從而推廣邀進的意識形態。本次事件亦再次揭

露了 LGBT 運動內部的路線爭議：男與女爭奪女性身份的政治局面。 

 

延伸閱讀：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1545859/Gay-Norwegian-filmmaker-faces-three-years-

pris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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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學會消息 

 

1. 2023 年 1 月至 5 月，我們曾多次到訪中學、大學及教會作分享，舉辦講座及講道等。 

2. 2023 年 2 月 26 日，我們與「香港維護家庭價值協會」於播道會恩福堂舉辦了「跨性別人

士未完成性別重置手術、可更改身份証性別標記的法庭判決對教會和宗教團體的衝擊」

講座，由康貴華醫生主講「從醫學角度看跨性別定義、類別及成因，消除誤解」；由束健

銘大律師主講「終審庭的女變男跨性別人士法庭判決對宗教團體的衝擊和如何應對？」；

由楊敏德律師主講「婦女如何與跨性別人士共處一室及兩元性教育如何執行？」。 

3. 我們在 2023 年 3 月 30 日舉辦「性文化祈禱會」，同工分享學會近況，以及在入學校做性

教育、接觸學生時的發現和守望需要。 

4. 我們舉辦了 4 次「愛情電影吹水會」，觀賞四部電影：《12 夜》、《忘了，忘不了》、《情書》

及《觸不到的她》，日期為 2023 年 3 月 10 日、3 月 24 日、4 月 14 日、4 月 28 日，對象

為 18-35 歲青年人，深入了解他們對現代愛情的想法，與他們討論各種愛情難題，以及

有助我們更適切地作出回應時下青年人的需要。 

5. 我們在 2023 年 5 月 6 日協助舉辦 LIF 2023 （Logos International Forum）「教育與社會科

學」範疇的人力籌劃、宣傳、構思，對象是基督徒學者、青年事工導師、教會領袖等，出

席人數超過一百人。 

6. 我們出版了「同性婚姻迷思系列(1-4)」實體及電子版單張，包括「相愛就可以結婚?4 頁

看懂為何同性結合與婚姻制度無關」參連結 1; 「夠愛就 OK?我爹哋和阿爸都很愛我，但

是... 9 個同性戀伴侶的孩子你未聽過的心聲」參連結 2; 「婚姻平權？4 頁看懂同性婚姻

與基本人權的距離」參連結 3 及「字字鏗鏘？拆解 10 個支持同性婚姻的說法」參連結 4 

（歡迎教會或學校申請取得單張） 

7. 七月中開始友誼哲學讀書組，由何文康博士作導師，報名：

https://forms.gle/jLFHwV7wTK2kmevk9 

8. 守望者計劃：面對未來艱鉅挑戰，我們期盼更多弟兄姊妹興起成為「文化守望者」，我們

希望大家參與「禱告守望」、「事工守望」和「財政守望」，詳情按此。 

9. 性開放的思想不斷在學界和年青人中發酵，影響青少年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性」在

有理——青少年性教育通識特刊》概論青少年性教育現況，並提倡全人生命教育，歡迎

教會索取。 

10. 我們的電子書資料庫已全面開放，歡迎瀏覽及下載，網址：http://issuu.com/hkscsbooks。 

https://issuu.com/hkscsbooks/docs/_v6
https://issuu.com/hkscsbooks/docs/_2_v4
https://issuu.com/hkscsbooks/docs/_v5
https://issuu.com/hkscsbooks/docs/_4_v4
http://www.scs.org.hk/scs09/downloads/1405_form.pdf
http://www.scs.org.hk/form/reply_form.pdf
http://scs.org.hk/downloads/1405_form.pdf
http://issuu.com/hkscs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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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代禱事項 

1. 學會正透過不同的新媒體，例如 Podcast、Instagram、Youtube，推廣符合基督教價值觀的

性教育。求主帥領和使用。 

2. 我們計劃六月中推廣珍愛教育義工培訓課程，求主興起更多信徒一起參與。 

3. 我們正推廣七月中開始的友誼哲學讀書組，由何文康博士作導師，求神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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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希望認識我們更多，請

瀏覽我們的網頁，我們是

很需要您的支持，請即登

入我們的網頁下載及填妥

回應表郵寄或傳真給我

們，支持香港性文化學會

的事工！謝謝！  

執行編輯：鄭安然 

地址：九龍深水埗基隆街 184-190 號 

龍祥大廈 9 樓 A 室 

地址：香港九龍深水埗基隆街 184 至 190 號龍祥大廈 9 樓 A 室 

電話：3165-1858 / 5200 1161 (WhatsApp) 

傳真：3105-9656  

電郵：info@scs.org.hk 

網址：scs.org.hk 

性文化資料庫：blog.scs.org.hk 

臉書：Fb.com/hkscs 

本會 Instagram: hkscs 

本會接觸年青人的 Instagram: lovedonuts1314 

本會網上電台（Podcast）Instagram: sexbuttrue 

本會網上電台（Podcast）: Sex But True 騎呢性趣聞 

ISSUU 電子書：https://issuu.com/hkscsbooks 

關啟文網誌：https://kwankaiman.blogspot.hk 

戀愛甜甜圈：https://lovedoughnuts.wordpress.com 

VI. 2023 年 1 月- 4 月財政報告 

 

財政報告  

2023 年 1 至 4 月  

 

收入  HK$ 

奉獻  550,250  

講座及活動  59,650  

銷售及其他  22,094  

總收入  631,994  

  

支出   

同工薪津  255,954  

租金、行政及項目開支  106,199  

總支出  362,153  

  

2023 年 1 至 4 月盈餘  269,841  

 

 

 

 

 

 

 

 

 

 

 

http://info@scs.org.hk/
http://scs.org.hk/
http://blog.scs.org.hk/
http://fb.com/hkscs
https://issuu.com/hkscsbooks
https://kwankaiman.blogspot.hk/
https://lovedoughnuts.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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