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陈女士和男友一直都是异地，基于

想前往男友所在城市就业，已经在一家
公司工作了 5 年的陈女士便向公司提交
了书面辞呈，表明将在 30 日后离职。陈
女士能要求公司依据自己的工作年限，
按每满 1 年支付 1 个月工资的标准承担
经济补偿金吗？

说法
不能。
这里涉及预告解除问题，指的是在

劳动合同期限届满前，劳动者预先告知
用人单位，经过一定期限即解除合同的
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37条规定：“劳动者提前 30日以书面形式
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

者在试用期内提前 3 日通知用人单位，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基于劳动者据此解除
劳动合同行为属于完全自主，甚至不需
要用人单位同意，期满即发生法律效力，
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46 条
没有将之列入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
偿金的范围，即劳动者无权就此索要经
济补偿金。

员工能否索要经济补偿？

案例
因为被拖欠工资，在一家公司工作

了 3 年的林女士早有怨言，心中早已有了
不在这里上班的想法。到了 2024 年 3 月
15 日，即公司发放工资的对应日，林女士
再次被通知以前公司所欠她的前两个月
和本月应发的工资，必须推后一个月。林
女士当即表示下午开始不来上班了。这
样的情况下，林女士能索要 3 个月的经济
补偿吗？

说法
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 38 条第 1 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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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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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当出现上列法定事由时，劳动者无
须向用人单位预告，就可以口头或书面形
式通知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基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46 条第
1 款第（1）项已将“劳动者依照本法第 38
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纳入用人单位应
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之列，故劳动者
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

预告解除，员工无权索要经济补偿111

通知解除，员工有权索要经济补偿222

案例
2024 年 3 月 17 日，在一家公司工作

了 4 年的涂先生被要求进入山洞作业。
见洞内存有较大的潜在危险，而公司没
有提供任何安全保障与防护，严重危及
自己的人身安全，涂先生断然拒绝。面
对公司仍一再严令，涂先生当即决定立
马走人。涂先生能索要 3 个月的经济补
偿吗？

说法
可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 38
条第 2 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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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只要出现对应情形，劳动者无需通
知用人单位，便可立马走人式的单方解除
劳动合同，并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46条第 1
款第（1）项之规定，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
济补偿金，而且由于用人单位的对应行为
属于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即使劳动者的立
即解除给其造成了损失，劳动者也有权拒
绝赔偿。

颜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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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依法单方解除劳

动合同的方式可分为预告

解除、通知解除、立即解

除。那么，3种情形下，员工

能否向用人单位索要离职

经济补偿金呢？

核心
阅读

肇事方拖延给钱修车

应赔偿全部停运损失吗？

读者信箱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每天都要在

路边给跑运输的电动汽车充电。上个
月的一天，张某驾驶新购买的车辆出
行，因不熟悉车辆性能，在倒车过程中
不小心撞上了我的电动汽车，造成车辆
及充电线受损。经交警部门认定，张某
负事故全部责任。我随后将车辆送至
4S 店修理，但张某一直拖延向保险公
司签理赔授权，我也未自行垫付修理
费，导致车辆在 4S 店放置了 10 天后才
得以修复。我认为，张某拖延签理赔授
权的行为，致使我的车辆无法及时修理
和投入运营，收入减少，应赔偿我这 10
天的停运损失，可张某不认可我的赔偿
请求。请问，如果打官司的话，法院会
支持我的赔偿请求吗？

读者 陶余信

陶余信读者：
一方面，张某应当赔偿你的车辆停

运损失。车辆停运损失，是指依法从事
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
辆因交通事故导致车辆损坏，被侵权人
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损
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
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 15 条规定：“因道路交通事
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
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
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
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
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四)非经营性车辆因
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
工具的合理费用。”据此，你的车辆被撞坏
后在修理期间处于停运状态，你自然可以
请求张某赔偿你的停运损失。

另一方面，你对停运损失的扩大负
有一定责任，应自行承担一定的停运损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73
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
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
责任。”本案中，虽然张某因个人矛盾拒
绝配合保险公司办理理赔手续，但你作
为被侵权人，亦负有防止损失扩大的义
务。就是说，在张某拒绝配合你办理车
辆理赔手续的情况下，你应当及时垫付
修理费，尽早提车投入营运以减少自身
损失，且垫付费用并不妨害通过协商、
诉讼等方式讨回。因此，对于扩大的车
辆停运损失，你和张某均有过错，且过
错程度大致相当，你们应当各自承担扩
大的车辆停运损失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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