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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作为美国新闻界中 具有权威性的记者机构之一，记者俱乐部已存在超过一

百余年。它是为新闻从业者以及其他从事新闻生产和传播的专业人士服务的组

织。在如今美国新闻产业中， 被新闻从业者熟知的记者俱乐部组织是华盛顿的

国家记者俱乐部。 

记者俱乐部通过举办各类活动帮助其会员提升各种新闻技能，通过各种服务

来促进世界新闻传播事业的专业性发展，并通过丰富的社交活动在美国和世界范

围内建立充满活力的媒体社区，来推动美国新闻产业和新闻从业者群体的发展。 

记者俱乐部不仅为美国新闻从业者群体提供一个日常交流、信息互换的平

台，同时也是新闻从业者与商业组织、政府机构之间互动交流的重要路径。对记

者俱乐部组织进行研究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美国新闻从业者以及

美国新闻从业者组织的历史与现状，也为我们观察美国新闻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

个新的视角。 

在我国目前新闻学研究领域中，对美国记者俱乐部的专题研究尚未有人涉

足。本研究将通过对美国记者俱乐部的走访，搜集有关美国记者俱乐部组织的第

一手资料。通过总结美国记者俱乐部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对美国记者俱

乐部对外公共关系运作方式的探究，在美国记者俱乐部组织的制度、特征、功能

等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字： 记者俱乐部  新闻产业  新闻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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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The press club is a kind of most representative and authoritative organization in 

American journalism. It is an organization for journalists and others professionall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news.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is 

known by journalists mostly in Journalism Industry today. 

  The Press Club serves its members through activities that bolster their skills, 

through services that meet the changing needs of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s 

profession, and through social activities that build a vital media community in 

America and across the world. 

  There was not any study about American Press Club in Chinese jounalism r

esearch field. This program will utilize the visiting in different press clubs in t

he United States to collect the first-hand data about the American press club o

rganization. Through analyzing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and studying the Public

 relations works of the American press club organization, this program will res

earch and summarize the organization’s system,characteristic and functionof Am

erican press club. 

  The press club not only provide a platform to communicate for journalists, but also 

connect the enterprise, government and journalists. Through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ress club and describ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ress 

club, this article will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and influence of American press 

club in American journalism, and make us recognize the current American Journalist 

organization deeply from new perspectives. 

 

Key Words: Press Club  Journalism Industry  Journ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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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一、选题缘由 

 新闻学是一门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以新闻事业

和人类社会的关系为研究重点，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规律和新闻工作基本

要求的科学。1908 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建立，标志着新闻职业教育

的正式开始。[1]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系统发展后，新闻学研究的内容大体发展为

新闻理论、新闻史和新闻业务三类。对于广大新闻学研究者来说，无论其研究对

象是新闻理论、新闻史或新闻业务，都无法忽视新闻组织在新闻学研究中的重要

作用。 

作为运用大众传播手段进行新闻信息采集、制作、传播的专业化机构，新闻

组织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新闻报道的专业化而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步与政治、经

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多年来，对于新闻组织的研究也

一直是新闻学研究的热点。 

美国作为当今传媒产业 为发达的国家，其新闻组织类别及数量居于世界前

列。这些新闻组织对于当今新闻研究者了解美国乃至世界新闻传媒演变历史、发

展状况、未来趋势等内容提供了绝佳的样本。而在这些门类、数量众多的新闻组

织中，新闻从业者组织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新闻从业者在新闻信息流通环节中起着关键的枢纽作用，他们是新闻报道的

策划者，新闻信息的搜集者和传播者。新闻从业者作为新闻信息的传播人及制作

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肩负着信息搜集和加工的特殊任务。他们是新闻学发展的

见证者，新闻学理论的实践者以及新闻业务的执行者。因此，新闻从业者组织也

成为了新闻组织中 常见的一种组织类型。 

产生于十九世纪中期的记者俱乐部组织，作为美国新闻史上历史 悠久、影

响力 大的新闻从业者组织，在美国新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今的记者俱

乐部广泛分布于美国各个地区，并在其所在地区的媒体、民众、企业及政党等不

                                                        
[1] 林牧茵，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D].上海复旦大学，2012，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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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领域间发挥着重要的沟通作用。纽约记者俱乐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以及海

外记者俱乐部等记者俱乐部组织在当今美国新闻领域已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型新

闻组织。对这些新闻组织的功能、作用、组织制度、发展历程及其存在意义进行

研究，是新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方向。 

二、文献综述 

1.中文文献综述 

由于国内关于美国记者俱乐部方面的学术性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本人未能

搜集到对美国记者俱乐部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相关资料。相对于美国记者俱乐部

研究的空白，目前国内对于日本记者俱乐部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但需要

指出的是，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和美国记者俱乐部组织虽然在名称上具有相似之

处，但美国记者俱乐部组织与日本的记者俱乐部组织在组织归属、职能作用、服

务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目前国内已有的有关日本记者俱乐部研究的文献，

也无法对本研究提供直接的研究指导作用，仅能够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等方面

对本研究提供借鉴。 

 目前国内有关日本记者俱乐部研究的 早学术资料，是1979年刊登于《国

际新闻界》杂志的《日本新闻界概况》。作者刘有德自1964年起担任新华社驻日

本记者，对日本新闻界非常了解。在文中，刘有德主要讲述了日本新闻界基本情

况、日本统治阶级如何利用宣传工具制造舆论、日本新闻界的激烈竞争、日本媒

体对中国的态度以及日本新闻界技术革新等五个问题。其中，在对日本统治阶级

舆论控制方面，刘有德特意提到了记者俱乐部这一组织，并将其描述为日本政府

及垄断资本操控舆论的工具。同时，刘有德还在文中列举了日本政府通过日本记

者俱乐部操控舆论的方法，并统计了记者俱乐部对日本舆论的操控强度。该文是

目前本人所能找到的 早对记者俱乐部组织进行研究的中文文献。1990年，学者

刘绩辉在《国际新闻界》杂志上发表了《日本独特的新闻管理方式—记者俱乐部》

一文，对日本记者俱乐部进行了专门研究。文中详细描述了日本记者俱乐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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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日本新闻发布与传播的方式，并将日本记者俱乐部称为垄断性的新闻组织。

1999年，学者张放在《日本学刊》上发表了题目为《一个奇妙而独特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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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俱乐部研究 

4 

在—试析日本的记者俱乐部》的文章。文章就日本记者俱乐部历史沿革、俱乐部

制度引发的争论、记者俱乐部未来存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文章中，作者

认为记者俱乐部制度已不适合日本未来新闻媒体产业的发展，呼吁废除记者俱乐

部制度。2003年，学者马吟秋在《传媒观察》杂志中发表了《记者俱乐部—日本

新闻界的怪胎》一文，将存在于日本记者俱乐部制度与日本的言论自由权利两者

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剖析，并对记者俱乐部制度为何能存在于日本现代化媒体环境

中进行了研究。2007年，学者尹良富、黄小雄在《新闻记者》杂志上发表了《日

本记者俱乐部制度下的舆论引导方式》。该文不仅深入分析了日本记者俱乐部的

制度形成经过、俱乐部具体功能及运作模式，还专门用一个章节的篇幅，将日本

记者俱乐部与其他国家的记者俱乐部组织制度进行了比较，间接向人们介绍了欧

美地区记者俱乐部的相关信息。2007年，学者张旦旦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杂

志上发表了《日本记者俱乐部的历史与改革》一文。该文在描述日本记者俱乐部

历史发展经过的同时，谈到了当时记者俱乐部组织在日本媒体环境下的改革问

题。2009年，学者潘妮妮在《日本学刊》杂志上发表了《日本记者俱乐部制度的

封闭性及其改革》一文。该文深刻探讨了日本记者俱乐部在现代媒体环境下体现

出的不适应性，详细讨论了记者俱乐部所承受的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改革压力，以

及记者俱乐部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情况。纵览相关成果，从 初简单的对日

本记者俱乐部组织制度进行介绍，到近些年来对日本记者俱乐部改革问题的探

讨，我国对日本记者俱乐部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渐升温的发展阶段。其研究

成果对美国记者俱乐部的研究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此外，中文文献中有关西方中世纪行会及近代西方同业公会研究的成果，为

探索美国记者俱乐部制度来源提供了借鉴。作为资本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来源，

对西方行会与同业公会的研究很早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与此相关的文献也相应

较多。如学者张莎莎的《中世纪欧洲行会研究综述》，该文以文献综述的方式列

举了国内外有关欧洲行会研究的重要文献，对有关欧洲行会研究的焦点、研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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