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有法律效力(大全5
篇)

生活当中，合同是出现频率很高的，那么还是应该要准备好
一份劳动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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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有法律效力篇一

你方（乙方）与我方（甲方）于20xx年7月19日签订了“房屋
租赁合同”，合同约定：自20xx年7月1日开始计算房屋租金，
租金每6个月支付一次，若乙方延迟交付租金超过30日，甲方
有权解除合同，并由乙方按合同租金总额的15%向甲方支付违
约金。

合同签订后，甲方严格履行合同，但贵方拖欠租金的违约行
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甲方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现依
据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及九十六条第一款之规
定和本合同第九条之三项的约定行使解除权，解除双方签订
的上述“房屋租赁合同”。

望乙方在本公告之日起七日内，同甲方结算拖欠的房屋租金
及支付违约金，办理相关交接手续，并搬离房屋。逾期甲方
将依法收回房屋，并追究你方（乙方）应付的法律责任！

通知人（甲方）：xxx电话：

xx年8月14日

房屋买卖解除合同通知书

关于解除合同



房屋解除合同范本

解除合同答辩状

解除合同请示范文

解除合同起诉状范例

解除合同起诉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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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在合同履行期间，因您无正当理由不按合同约定支付房屋租
金，经催告后，仍拒不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且无故空置出
租房数月之久，根据我国合同法相关规定，现依法通知如下：

一、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您与我们分别于20xx年10月24日
和20xx年10月28日签订的《合同书》和《房屋租赁补充协议》
解除，请您在收到本书面通知后10日内搬出我们位于××
市××镇××的房屋。

二、支付20xx年10月24日起至搬离时的房屋租金。

三、若您在上述期限内不搬出上述房屋，我们将通过法律途
径予以解决，并有权要求您承担相应的损失。

本通知函一式两份，快递邮寄一份给您，另一份通知人留存，
内容相同。

特此通知!



通知人：

___年__月__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有法律效力篇三

先生/女士：

基于您年月日向公司提出的离职通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具体情况，您与公司的

劳动合同将在年月日终止，请接到本通知后，在xx年xx月xx
日前到所属人力资源部门办理相关离职手续。

同时，也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辛勤的工作。希望您在新的工
作岗位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本通知书一式两份，人力资源部门和解除劳动合同的员工各
执一份。

xx公司

人力资源部

xx年xx月xx日

员工确认书：

本人已知晓《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将在规定的时间内
办理离职手续。

员工签名：

年月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有法律效力篇四

xxx有限责任公司：

（一）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二）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三）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
动者权益的；

（四）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
效的；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

（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的权力的；

（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通知书

天津中荣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一）将本人月的工资足额发放元；

（二）补交本人自合同签订起至今个月的社保金元；

（三）补齐班次的夜班津贴元；

（四）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
补偿金元；

通知人：xx



xx年xx月x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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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人：身份证号：于20xx年x月x日与贵司签订的劳动合
同(合同未发放给本人)，因你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而无法继续履行，现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决
定从xx年xx月xx日起与你方解除劳动合同。

2.请公司书面通知(该通知必须有公司印章，否则无效)本
人xx年xx月xx日前与相关责任人交接工作，如未接到有效的
书面通知，本人将视为公司无需本人交接，由此给公司造成
的不便或损失，本人不承担责任。

3.请于工作交接之日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九条之规
定与本人结清工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
其他相关费用，并向本人出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50条规定的`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该证明的内容应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4条的规定，否
则本人保留申请仲裁或诉讼的权利。如公司无需本人交接，
则本人于xx年xx月xx日时分前完成以上事宜。

4.请你方于xx年xx月xx日前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结算工资及
补偿手续。若有延误，工资将结算到办理日止。

备注：

1.本人工资月薪人民币xx整;

2.本人xx的工资未结算;

3.本人通过协商的渠道协商解决，对于无法协商解决的本人



有权通过行政及法律手段追缴。

特此通知!

通知方：

xx年xx月xx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