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劳动合同法释义失忆赔偿标准(优
质5篇)

随着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人们越发重视合同，关于合同的利
益纠纷越来越多，在达成意见一致时，制定合同可以享有一
定的自由。那么大家知道正规的合同书怎么写吗？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合同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劳动合同法释义失忆赔偿标准篇一

第二十三条【工伤待遇与经济补偿的关系】用人单位依法终
止工伤职工的劳动合同的,除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
定支付经济补偿外,还应当依照国家有关工伤保险的规定支付
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

本条是关于工伤职工经济补偿与工伤保险待遇关系的规定。

将劳动合同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加以比较,可以
看出,7至10级的工伤职工劳动合同期满终止时,用人单位按照
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按照《工伤保险
条例》的规定应向劳动者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
就业补助金。

本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应同时支付经济补偿、一次性工伤医
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进一步说,工伤职工依照劳动合
同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即用人单位有过错
在先,致使劳动者不得不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依法支付经
济补偿的同时,也应当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
补助金。



劳动合同法释义失忆赔偿标准篇二

第二十五条【赔偿金与经济补偿的关系】用人单位违反劳动
合同法的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
十七条的规定支付了赔偿金的,不再支付经济补偿。赔偿金的
计算年限自用工之日起算。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依法解除、
终止劳动合同,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第八十七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
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两倍向劳
动者支付赔偿金。

对经济补偿与赔偿金是否同时适用,存在不同意见。实施条例
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支付了赔偿金的,不再支付经济补偿。为了
防止用人单位恶意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刻意少支付甚
至不支付赔偿金,实施条例明确规定赔偿金的计算年限从用工
之日起计算。比如,某一劳动者在某一用人单位目前工作了6
年,用人单位以前与劳动者约定了终止条件,今天终止了劳动
合同,由于约定终止条件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属于违法
终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不能只赔偿一个月的两倍赔偿金,而
是还要加上劳动合同法施行前的5个月的两倍赔偿金,即劳动
者将得到5个月的两倍赔偿金。

劳动合同法释义失忆赔偿标准篇三

第十五条【试用期工资】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
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或者不得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工
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本条是关于劳动者试用期工资标准的规定。

为了明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具体含义,实施条例规
定: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



资的80%或者不得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
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一规定具体包含三层含义:
第一,80%既指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也指本单位相同岗位
最低档工资的80%;第二,试用期工资只要不低于两者中的一个
标准就可以;第三,无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试用期选择适用
哪一个标准,都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劳动合同法释义失忆赔偿标准篇四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

第十九条【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条件、程序,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
者解除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以完成
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一)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的;

(二)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三)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四)劳动者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七)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九)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
能胜任工作的;

(十一)用人单位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

(十二)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

(十四)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



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

本条规定的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14种情形分别来自劳动
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和第四十一条的
规定,这些情形的具体含义是指:

(1)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指用人单位主动提出解除劳
动合同,经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后用人单位
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2)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不符合录用条
件包括用人单位在招聘劳动者时规定的文化程度、技术职称、
身体健康状况、道德品质、工作能力、工作业绩等要求,达不
到要求的,则为不符合录用条件。

(3)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这一情形有三个层
次:一是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二是违反,三是严重。

(4)劳动者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这
一情形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劳动者严重失职给用人单位造成重
大损害的;二是劳动者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两种情形下用人单位都可以依法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

(5)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
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
这一情形分两种情况:一是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
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的;二是劳动者
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
的。

(6)劳动者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用人单位在
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

(7)劳动者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情形有两个要素:一是



依法追究;二是刑事责任,核心是刑事责任。被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是指:被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的、被人民法院判处刑罚的、
被人民法院依据刑法第三十二条免予刑事处分的。

(8)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
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这一情形
有两种情况:一是劳动者患病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
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二是劳动者非
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
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患病是指职业病以外的自然患病,
非因工负伤是指工伤以外的伤害。

(9)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
胜任工作。这一情形有三个要素:一是不能胜任工作,二是培
训,三是调整工作岗位。核心是不能胜任工作,培训和调整工
作岗位两者选其一即可。

(10)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
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
合同内容达成协议。这一情形有三个要素:一是客观情况发生
重大变化,二是无法履行劳动合同,三是双方协商达不成变更
劳动合同的协议。三个要素也是缺一不可的。

(11)用人单位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企业破产法设
置重整制度,主要目的就是使用人单位根据企业重整的经营方
案、债权的调整和清偿方案以及其他有利于企业重整的方案
等,改善经营使企业获得新生以便清偿债务,避免企业陷入更
为严重的破产清算程序。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依法裁员。

(12)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企业的生产经营可能
发生困难,困难有大有小,一般的困难不能作为裁员的理由,必
须是严重困难。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自
救(包括裁员)是积极的,尽可能的避免用人单位破产。



(13)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
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这一情形有三种情况:一是企业因
转产经变更劳动合同仍需裁减人员;二是企业因重大技术革新
经变更劳动合同仍需裁减人员;三是企业因经营方式调整经变
更劳动合同仍需裁减人员。

(14)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
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这也是一项兜底条款。

劳动合同法释义失忆赔偿标准篇五

第四章劳务派遣特别规定

第二十八条用人单位或者其所属单位出资或者合伙设立的劳
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的，属于劳
动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不得设立的劳务派遣单位。

【解读】：《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
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哪些
情形属于自设劳务派遣单位，劳动合同法未做出规定。本条
明确了用人单位或者其所属单位出资或者合伙设立的劳务派
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的，属于劳动合
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不得设立的劳务派遣单位。其实，用
人单位"自设"劳务派遣单位是难以规制的，比如用人单位出
资人暗中操纵其朋友、亲属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同样可达到
其目的。

第二十九条用工单位应当履行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
义务，维护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解读】： 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用工单位应当履行
下列义务：（一）执行国家劳动标准，提供相应的劳动条件
和劳动保护；（二）告知被派遣劳动者的工作要求和劳动报



酬；（三）支付加班费、绩效奖金，提供与工作岗位相关的
福利待遇；（四）对在岗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工作岗位所必需
的培训；（五）连续用工的，实行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这
些义务本来就是劳动合同法规定用工单位应当履行的，实施
条例又莫名其妙重复一遍，规定"用工单位应当履行劳动合同
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义务"，真是吃了饭没事干，有这闲工夫，
为何不去解释"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
第三十条劳务派遣单位不得以非全日制用工形式招用被派遣
劳动者。

【解读】：劳动合同法强制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
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非全日制用工
属于一种灵活的用工形式，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
且可以随时提出终止用工，这与劳务派遣规定的`必须订立二
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显然冲突，因此，本条规
定了劳务派遣单位不得招用非全日制用工劳动者，但是可以
将招用的劳动者派遣至用工单位从事非全日制岗位工作。

第三十一条劳务派遣单位或者被派遣劳动者依法解除、终止
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
七条的规定执行。

【解读】：《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
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
既然劳务派遣单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用人单位，显然，劳动
法、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用人单位的义务也适用于劳务派遣
单位，因此，本条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的劳动者依法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
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劳务派遣单位违法解除或者终止被派遣劳动者的
劳动合同的，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