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劳动合同法规定辞职需要提前多久
(汇总5篇)

合同内容应包括劳动双方的基本信息、工作内容与职责、工
作时间与休假、薪酬与福利、劳动保护与安全等方面的内容。
相信很多朋友都对拟合同感到非常苦恼吧。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合同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劳动合同法规定辞职需要提前多久篇一

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
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
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
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
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
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
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
个月的平均工资。

第八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
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
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
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
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相关规定原来也有)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 付劳动
者劳动报酬的;

(二)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三)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

(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本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
经济补偿的。

第八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
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
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劳动合同法规定辞职需要提前多久篇二

旷工，即劳动者无正当理由，不正常出勤，用人单位可以不
支付未出勤期间的劳动报酬(工资)。劳动相关法律法规中，
对于无正当理由的认定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若员工
是因为生病或其他正当理由(出车祸等)而缺勤，此时，劳动
者只需要补充请假(事假或病假)手续时，用人单位不能以未
能事先请假而认定为旷工，用人单位在制定请假制度时要兼
具合理性与合法性，对于临时发生的意外事件，应当给予劳
动者一定的空间。旷工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时，用人单位
可以按照规章制度的规定给予一定的处罚。企业如果按照规
章制度对劳动者进行处罚时，所依据的规章制度应当是经过
员工大会或员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规章制度，且按照规定
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公示。

二、《劳动合同法》对于旷工的法律规定

劳动合同法对于旷工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依法赋予用人单
位自主管理权，在自行制定的规章制度中对于旷工可作出规
定。

《劳动法》第25条、《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40条规定的
用人单位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
同无效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若员工的行为符合《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二款的规定“严
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恰恰用人单位有效的规章制
度中明确“连续或累计旷工______日”构成严重违反规章的，
用人单位可以此条法律规定单方通知员工解除劳动合同。

三、关于旷工具体天数的法律规定

目前现行有效的劳动法律法规中，对于旷工达到多少时间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并没有明确规定，法律赋予用人单位自
主管理权。

《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国发[1982]59号)的规定(已失效)，
由用人单位提出与无正当理由旷工的职工终止劳动关系的一
种处理方式。除名的条件是：

(1)职工经常旷工没有正当理由;

(2)经批评教育无效;

(3)达到规定的旷工天数，即连续旷工时间超过15天，或者1
年以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30天。



上述《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已经失效，但企业在制定规章制
度时可予以适当参考，但需注意，除名的概念是行政机关的
管理概念，用人单位制定规章制度时，应予以替换成“可单
方解除劳动合同”。综上，旷工的具体表现形式、天数、处
罚等，用人单位可充分发挥自主管理权，但应按照法律法规
的要求制定符合程序的规章制度予以明确，否则，用人单位
则无法明确以员工旷工作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理由。

劳动合同法规定辞职需要提前多久篇三

一、劳动合同法辞职的规定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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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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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
形。



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
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
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
告知用人单位。

第九十条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
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关于
辞职的规定

第四条劳动者违反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对
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劳动者应赔偿用人单位下列损失：

(一)用人单位招收录用其所支付的费用;

(二)用人单位为其支付的培训费用，双方另有约定的按约定
办理;

(三)对生产、经营和工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劳动合同约定的其他赔偿费用。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关于辞职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1条规定：“劳动者解除劳动
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这就明确
赋予了职工辞职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是绝对的，劳动者单
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无须任何实质条件，只需要履行提前通知
的义务即可。原劳动部办公厅在《关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有关问题的复函》中也指出：“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
通知用人单位，既是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也是解除劳动合
同的条件。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解除



劳动合同，无须征得用人单位的同意。超过30日，劳动者向
用人单位提出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手续，用人单位应予以办理。
”

《劳动法》一方面赋予了职工绝对的辞职权，另一方面又赋
予了用人单位一定的请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劳动法》第102
条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
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事项，对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
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原劳动部在《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
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的第4条明确规定了赔偿的范围：“劳
动者违反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对用人单位
造成损失的，劳动者应赔偿用人单位下列损失：

1、用人单位招收录用其所支付的费用;

2、用人单位为其支付的培训费用，双方另有约定的按约定办
理;

3、对生产、经营和工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4、劳动合同约定的其他赔偿费用。”

职工主动提出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后，部分职工在以书面通
知用人单位30日后主动离职，不理会用人单位的赔偿要求，
用人单位则可能不给职工办理人事关系和档案的调转手续。
职工离职后人事关系和档案长期滞留在原用人单位，会造成
职工在新的工作单位不能办理正常的录用手续，拿不到包括
档案在内的个人材料，也不能缴纳劳动保险。

在这里特别要提醒读者的是，当你合同中有服务期限或保护
商业秘密约定，因而有违约金的约定的话，虽然你提前30天
仍可以辞职，但是必须按合同违约金的规定给予赔偿。



劳动合同法规定辞职需要提前多久篇四

该法第十四条规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
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一)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

(三)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
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
合同的。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该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
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因为有双倍罚薪的存在，所以上述规定可以规范应当订立无
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而用人单位拒不订立的情况，但隐患是，
用人单位会不会强迫劳动者“自愿”订立固定期限的劳动合
同呢?或者会不会出现用人单位为规避法律规定而出现“只用
工十年”的怪圈呢?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但总体
上讲，上述规定已经是立法的重大进步了。

四、只允许在两种情况下，让劳动者承担违约金。



劳动合同法规定辞职需要提前多久篇五

一、劳动合同法关于辞职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用人单位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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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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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
形。

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
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
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
告知用人单位。

第九十条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
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
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

第四条劳动者违反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解除劳动合同，对



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劳动者应赔偿用人单位下列损失：

(一)用人单位招收录用其所支付的费用;

(二)用人单位为其支付的培训费用，双方另有约定的按约定
办理;

(三)对生产、经营和工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劳动合同约定的其他赔偿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