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补偿金协议书 经济补偿金支付协
议书经济补偿金支付标准(模板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我
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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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劳动争议中涉及经济补偿金问题的比例畸重，不少
人对经济补偿金的计发问题存在争议。以下笔者将经济补偿
金计发问题中争议较多之处加以归纳，以供所需时参考。

一、企业什么情况下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

解答：按照现行规定，劳动者辞职、擅自离职、用人单位依据
《劳动法》第25条辞退和劳动合同终止（地方有特殊规定的
除外）等情况下，企业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

二、企业什么情况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

解答：按照现行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按照
《劳动法》第24条、第26条、第27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关系的，
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具体包括以下12种情
况：

（1）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2）经劳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的；

（3）用人单位提前解除事实劳动关系的；

（6）用人单位拒不支付加班加点工资或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11）劳动合同期内用人单位破产或者解散的；

（12）劳动合同终止，地方有特殊规定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
的。

三、企业什么情形下需要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

解答：按照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
法》(劳部发(1994)481号)第10条规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
同后，未按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除全额发给经济补
偿金外，还须按该经济补偿金数额的50%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

四、经济补偿金与生活补助费有何区别？

解答：劳办发(1995)50号文指出：《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
规定》（劳部发〔1994〕246号）所指的“生活补助费”是
《劳动法》第28条所指经济补偿的具体化，与《违反和解除
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1994〕481号）所指
的“经济补偿金”是同一概念。

五、经济补偿金以何为计算基数？

解答：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
(1994)481号)第11条规定：经济补偿金的工资计算标准是指
企业正常生产情况下劳动者解除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

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
[1995]309号）第53条、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



定》第4条明确规定，工资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
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国家
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若干具体范围的解释》
第3条第2项明确规定，补贴包括生活补贴和住房补贴。

六、哪些不能列入经济补偿金基数的范围？

解答：劳动者的以下劳动收入不列入经济补偿金基数的范围：

（1）社会保险福利费用，如丧葬抚恤救济费、生活困难补助
费、计划生育补贴等；

（2）劳动保护费用，如工作服、解毒剂、清凉饮料费用等；

（3）按规定未列入工资总额的各种劳动报酬及其他劳动收入，
如创造发明奖、国家星火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进步奖、
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中华技能大奖等，以及稿费、讲
课费、翻译费等。

七、本单位工作年限怎么计发经济补偿金？

解答：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工作时间每满一年，发
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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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金协议书篇二

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职工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诉人：__________________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系该公司总经理。

住所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镇。

请求：

一、由被诉人承担经济补偿金____________元。

事实与理由：

1、申诉人于_________年到__________________厂上班，从
事专业的拉丝工作，合同每年一签，合同约定每月保底工资
是1000元，到了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被诉人关闭
了拉丝车间，要求申诉人到另一个车间参加劳动，可是申诉
人根本不会操作，无法适应新的工种。

因此，正在履行的劳动合同发生了的变更，改变了原有工种，
造成了劳动合同中止。

根据国家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新的工作，经过培训
也不能胜任工作的，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应给予经
济补偿金。

补偿标准为按职工在本企业的工作年限，每工作一年支付一
个月工资，现在申诉人在公司已经工作了6年，应得到7个月
的平均工资。

即____________元的补偿金。

在签定劳动合同后，被诉方一直没有给申诉人办理社会_____，
损害了申诉人的合法权益。

劳动法规定：建立用工关系，必须要签定合同和办理社



会_____。

原劳动部《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动部1994
年12月3日发布)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未
按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除全额发给经济补偿金外，
还须按该经济补偿金数额的百分之五十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

2、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_____费的;用人单位未缴纳社
会_____费或者缴纳标准低于法定标准的，均为未依法为劳动
者缴纳社会_____费，申请人可以要求解除劳动合同，中止劳
动关系。

至此，被申诉人与申诉人解除劳动关系，必须给予经济补偿
金。

为了维护申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向_____委员会委申请_____，
请依法公正裁决。

此致

____________劳动争议委员会

申诉人：____________

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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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法中，第四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
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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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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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不好意思啊，刚刚还是研究，有点不太明白，谢谢解答。学
习中。。。。

[关于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支付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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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____________________，男，__________
族，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生，
住_____________，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请求：

一、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___________________元
（*5530）；

二、支付申请人应休未休年假工资_____________元

事实及理由：

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_____________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申请人：_________________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补偿金协议书篇五

案情简介

11月6日，某出版社进行机构调整，撤销采集部将采集部的职
工并入编辑部，并出台了[200414号文件，规定：“1.编辑部
与采集部所有员工进行竟聘上岗。2.签订劳动合同重新约定
工资”，规定自2012月1日起执行。某出版社提供的《企业职
工安置办法》规定：“如果企业职工不同意上述安排，企业
将解除其劳动关系并支付经济补偿金”。职工甲明确表示要
求某出版社按原有工资标准支付其月工资，某出版社不同意
职工甲的要求，双方未达成一致，某出版社于2004年12月8日
与职工甲解除了劳动关系，并按规定支付了职工甲经济补偿
金。经济补偿金的标准为每月1500元，共计支付7个月10500
元。但是，职工甲某认为支付经济补偿金不足，应要求
按2000元标准支付其经济补偿金，并加付不足部分的50%的'
额外经济补偿金。

案件分析

双方当事人就工资标准虽未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只是口头约
定了工资支付标准，但一经约定就应认真履行，该口头约定
不影响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关系的过程中，其应尽
的义务与应享有的权利。

本案中，用人单位在208月后，每月按2000元的工资标准按月
支付了职工甲的工资，应属用人单位与职工甲就工资标准协
商重新约定。用人单位进行企业调整，要求劳动者竟聘上岗，
职工甲依据企业的规定，明确表示了不同意，用人单位根据
规定与职工甲解除劳动关系并支付其经济补偿金的做法，符
合关于解除劳动者应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规定，但其在支付职
工甲的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方法上，对工资构成的认识存在错
误。职工的奖金属于工资的构成部分，职工甲自2002年8月后，
用人单位在发放其工资时，每月一直是按2000元的标准支付



职工甲的工资，因此，用人单位在计算职工甲的工资时，应
将该笔款项计算在内，用人单位未将奖金计算在内，不符合
国家关于工资的构成规定。因此，用人单位在支付职工甲的
经济补偿金的计算方法上，不符合国家关于工资规定的情形，
在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过程中存在错误与偏差，用人单位的行
为符合《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第十条规定
的：“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未按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
补偿金，除全额发给经济补偿金外，还须按该经济补偿金数
额的50%支付额外经济补偿金”的情形。因此，用人单位除全
额按每月2000元的标准支付职工甲的经济补偿金不足的部分
外，还须加付50%的额外经济补偿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